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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多数校外辅导机构中,多媒体教学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往往难以得到应用,而“雨课堂”的

出现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以“圆周运动”一课为例,基于“雨课堂”进行教学设计,尝试在校外物理辅导

课中结合多媒体教学,进行更有效的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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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的逐渐发展,信息化浪潮推动了

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尤其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

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多媒体教学也逐渐代替了传统

教学模式[1].但是在校外辅导机构中,它却仍然难以

得到广泛的应用.基于SPOC的“雨课堂”的出现在

部分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雨课堂”是由清华

大学研发的一款教学工具,它将复杂的信息技术手

段融入到PowerPoint和微信中,在课前预习与课堂

教学间建立沟通桥梁,在电脑中安装完成后,“雨课

堂”将成为PowerPoint中的一个插件,制作者只要

会制作PPT、插入视频就可以设计出一节精彩的雨

课.校外辅导机构应用“雨课堂”辅助教学可以使学

生直观地理解原本抽象的物理知识,获取优质的微

课资源,提高学习兴趣.此外,通过“雨课堂”教学平

台实时反馈出来的教学数据,教师能够有针对性地

进行教学,抓住学生的知识盲区,从而提升物理课堂

的质量与效率.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最先由瑞士认

知心理学派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其基本观点是:
学生对知识的构建过程是通过与身边环境的相互作

用和联系而逐步建立的,是建立在学生原有知识经

验以及心理特征基础上的[2].认知个体与环境的相

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认知

个体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

环境的平衡:当个体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
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

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坏,而修改或创造新图式(即

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个体的认

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
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

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
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

的学习,也就是说,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
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

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

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

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3].

2 基于SPOC雨课堂的教学设计

本文以高一下学期“匀速圆周运动”的校外辅

导课为例,结合“雨课堂”进行教学设计.“雨课堂”
可以把经过教师筛选的优质网络资源推送给学生学

习,并及时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讲述例题时,将
题目下发到学生的手机上,节省课堂时间.
2.1 教学准备工作

(1)准备预习内容

由于只能借助黑板教学,在校外辅导机构中讲

授“匀速圆周运动”这一节时,线速度的推导过程就

成了学生学习的难点.而利用“雨课堂”开展教学

时,可以在课前向学生推送“手机课件”,通过课前的

课件推送,教师可以布置课前学习任务,让学生自行

学习一些相对简单的知识要点.之后,在课中再开展

高阶的交流互动,讲解相对较难理解的知识要点从

而达到提升课堂效率的目标[4].用“雨课堂”制作本

节课的预习PPT时,选择插入微课的选项,可以在

其中插入网络资源.本节课中,选择的微课链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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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43522707/? p=
24.最后,在电脑端将制作好的课件上传至“雨课堂”

的课件库中待用,如图1所示.

图1 “雨课堂”上传课件界面

(2)准备导学案

在圆周运动这一节中,学生需要掌握很多新的

物理量,以及这些物理量间的关系.使用“雨课堂”

编写物理概念导学案,学生用于进行概念学习后的

及时复习,还能向教师反馈学生新物理概念的掌握

情况.教师可以根据反馈的情况及时调整教学重点

以及策略.
(3)准备课堂例题

匀速圆周运动这一节,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是重

点,教师需要提前准备课堂练习题,训练学生在课堂

上所学习的公式.用“雨课堂”将例题事先编进PPT
中,然后下发给学生,可以节省教师在黑板上抄写例

题的时间,能够让学生更清楚地读懂题意,并且方便

学生在课后整理课堂例题.通过使用“雨课堂”,教

师可以通过微信建立一个班级群,然后将幻灯片快

速推送到学生的手机上.在课堂上,课件会一页一页

地通过手机发送给学生,学生如果有哪一页没听明

白,可以暂停慢慢消化,也可以标记为不懂,用来课

后复习.而这些数据,都能够立刻显示在教师的手机

上[5].

2.2 “匀速圆周运动”的教学设计

(1)教学目标

1)知道圆周运动的概念.
2)掌握线速度、角速度、转速和周期概念.
3)掌握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2)教学重点

1)线速度、角速度、转速和周期概念的理解及

其相互关系.

2)匀速圆周运动的特点.
(3)设计教学过程

教学环节1:课前预习

教师使用手机登陆微信平台中的“雨课堂”公

众号,向班级发布预习内容如图2和图3所示,并引

导学生进行观看学习,在观看结束后,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进行解答.

图2 “雨课堂”预习文件所在位置

图3 发布“雨课堂”预习视频

教学环节2:从生活中的事例引出圆周运动的

概念

教师指导学生在手机上观看“雨课堂”里PPT
中的钟表、链球以及吊扇的图片,如图4,5,6所示.
提出问题:在钟表指针上、吊扇叶片上以及链球上的

某一点,它们的运动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学生答:

它们的运动轨迹都是圆形.然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质点的运动轨迹是圆的运动,称之为圆周运动.”

图4 钟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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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吊扇实例

图6 链球实例

设计意图:结合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新课的引入,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且锻炼学生归纳概括物理概

念的能力.
教学环节3:启发学生比较圆周运动的速度

教师指导学生观看“雨课堂”PPT中的自定义

动画,同时讲解:A 和B 是指针上的两个点,指针顺

时针转动,经过时间t后这两个点分别到达了A1 和

B1 的位置上.
教师组织学生们进行交流讨论,比较A 和B 两

个点运动的快慢.
学生讨论:

(1)A 点运动的较快,因为在相同时间内A 质

点运动的路程比较大.
(2)A,B 运动的一样快,因为A,B 两质点在相

同的时间内与圆心的连线转过的角度一样大.

图7 线速度演示动画

设计意图:利用“雨课堂”的PPT动画播放,能

够让学生看到更加生动的物理情境,从而留下更加

深刻的印象,同时还能节省教师用于作图的时间,让

课堂时间更加高效地利用起来.此外,通过这样的小

组交流与自行探讨,小组成员的内部想法和思维模

式就能够影响到全班的思维模式,即全班通过这样

的形式完成了知识的建构,通过小组交流,培养学生

学习、理解新物理概念的能力.还能为学生接下来学

习线速度、角速度做铺垫.
教学环节4:线速度与角速度

教师首先肯定学生的两种回答,并且在此基础

上讲解线速度与角速度的概念.教师概括第一种回

答并且给出线速度的概念:质点做圆周运动所通过

的弧长Δs与其所用时间Δt的比值叫做线速度.同

时板书线速度的表达式v=ΔsΔt
,并引导学生推导出

线速度的单位:m/s.接着,带领学 生观看“雨课

堂”PPT中线速度方向的演示动画,结合取极限的

数学思想,通过让时间Δt无限趋近于零,最终推导

出线速度的方向:沿着该点的切线方向.
教师总结第二种回答并且给出角速度的概念.

角速度:做圆周运动的物体转过的角度Δθ与所用时

间Δt的比值.接着,组织学生观看“雨课堂”PPT中

弧度制的推导过程,使学生建立起用弧度表示角大

小的概念,以及学习弧度制角度的单位rad,最后让

学生根据之前学过的单位制知识,推导出角速度的

单位.

公式:ω=ΔθΔt 
单位:rad/s或rad·s-1

设计意图:传统教学与利用“雨课堂”的多媒体

教学相结合,能够更加高效直观地讲解圆周运动的

线速度方向以及弧度制的推导过程.在讲解了线速

度推导的过程后,让学生自己动手推导角速度的公

式.引导学生从公式里边发现相同点,锻炼数学推导

能力.
教学环节5:周期、转速与频率

教师引导学生观看“雨课堂”PPT中钟表指针

转动的动画,同时提问:能否比较1h内钟表的分针

和秒针哪个转得快? 除了线速度和角速度之外还有

哪些物理量可以用来描述指针转动得快慢?

学生回答:在1h内钟表的分针转了1圈,而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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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转了60圈,所以秒针转得快.
教师总结:钟表的秒针1min转了1圈,我们可

以用秒针转的圈数与时间的比值来定义秒针上的点

做圆周运动的速度,像秒针这样的做圆周运动的物

体,单位时间内转过的圈数就叫做转速.例如:秒针

的转速就可以用1r/min(转每分)来表示.物理学

中使用字母n来表示转速,常用单位有转每秒(r/s)

和转每分(r/min).另外,还有一个和转速很相近的

物理量是频率,其物理意义是做圆周运动的物体在

1s内所转过的圈数.频率用f 表示,单位是赫兹

(Hz).除了这两个物理量之外,还可以用做圆周运

动的物体转过一周所用的时间(周期)T 来表示物体

做圆周运动的快慢.周期的单位是秒(s).
教师举例:一个做匀速圆周运动的质点,在1s

内总共转过5圈,尝试用转速、周期、频率来描述这

个质点的运动,然后小组对转速、周期与频率之间的

相互关系进行交流讨论.
学生回答:频率是5Hz,转速是5r/s,周期是

0.2s.
教师点评学生的回答并且进行总结:做圆周运

动的物体,当转速单位选取(r/s)时,此时转速与频

率大小相等.并且转速、频率二者与周期互为倒数.

nr/( )s =f=1T
教学环节6:线速度与角速度的关系

教师带领学生复习线速度、角速度、弧度的意

义,然后指导学生利用这3个物理量的表达式,推导

出线速度与角速度的关系.
师生通过交流讨论得到结论v=ωr.教师对推

导过程进行总结和评价.
教学环节7:圆周运动中各个物理量的关系

教师提问,让学生回顾线速度的物理意义.在学

生做出回应后,教师再次提问:如果做圆周运动的物

体恰好转过了一周,那么所用的时间t就是圆周运

动的周期T,请学生们结合线速度的物理意义,推导

一下此时线速度的表达式.教师总结学生的回答,并

且给出线速度和周期的关系

v=2πrT

随后教师引导学生根据角速度的物理意义,推

导出物体做圆周运动转过一周时,角速度ω与周期

T 之间的关系.教师总结得出角速度与周期的关系

为

ω=2πT
教师组织学生复习周期、频率、转速之间的关

系,随后让学生们根据刚才得到的线速度、角速度与

周期的关系,结合刚才复习的内容,推出线速度、角

速度与转速、频率的关系如图8所示.
教师进行总结:v=2πrn;v=2πrf;ω=2πn;ω=

2πf.最后让学生复习一遍学习过的圆周运动与这

些物理量间的关系并画出物理量关系图如图8所

示.

图8 圆周运动各物理量之间的关系

教学环节8:发布复习导学案

教师引导学生打开“雨课堂”,打开下发的导学

案,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答题并且提交,随后教

师使用手机端“雨课堂”检查学生的答题情况,然后

对学生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对学生概念理解薄弱

的地方进行强化.
线速度复习导学案如图9所示.

图9 概念填空题

设计意图:“圆周运动”这一节中,用于描述圆

周运动的几个物理量的概念非常重要,“雨课堂”的

发布试卷以及试卷打分功能,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还能对学生的概念掌握程度进行反馈,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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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堂对学生的概念薄弱之处进行强化.
教学环节9:发布并讲解课堂例题

教师在课堂上使用“雨课堂”发布例题PPT,让学

生打开PPT读题并理解题意,最后对例题进行讲解.

3 结论

本文探讨“雨课堂”教学平台在校外辅导机构

中的教学设计实例,借鉴已有的建构主义理论,对课

外辅导机构进行访谈与教学实践,结合校外辅导机

构与公立学校的多媒体设备差距,针对“雨课堂”在

课外辅导机构中的物理教学的优势,总结出本篇物

理教学设计并且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1)“雨课堂”的出现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校外

辅导机构中多媒体辅助教学的难题.
(2)教师将电子版的例题提前上传到“雨课堂”

中,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3)“雨课堂”提供了一个使教师选取优质的微

课资源作为预习内容分享给学生并且能够及时提供

反馈的平台.
(4)“雨课堂”可以在课前发布学生学习的预习

内容,通过它特有的学生学习情况反馈系统,可以使

教师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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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差异教学,不仅仅是提高了学生的思维品质,培
养了学生的物理核心素养,更是促进了学生得到最

大程度的发展,展示了每个学生绚丽多彩的创造个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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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fulfillthedifferentiatedteaching,itmustbe"student-oriented".Meanwhile,embracingthe

wholeandconsideringthedifferences,topromotethemaximumdevelopmentofeachstudent.Basedonrelated

differentiatedteachingtheories,andcombinedwiththeteachingpracticesofmiddleschoolphysics,thisthesis

exploresthedifferentiatedteachingfromaspectsofscenecreationby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construction

ofvirtualplatforms,andbigda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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