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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了基于学情调查和数据驱动的教学框架。通过学生情况调查和雨课堂教学数

据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能力，针对性设计了差异化作业布置、拓展延伸、疫情线上自学跟学双通道等特色教学方式。

结课问卷表明教学设计得到了良好评价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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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化教学工具及平台的大量出现和广
泛使用，几乎所有的教学活动产生的数据都被记录

下来，教学不再是建立在经验驱动基础上，由数据

驱动的教学将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新范式［１］。

万力勇等描述了数据驱动实现精准教学的框

架和路径，提及鼓励教师利用教学数据设计促进学

生自主发展的教学活动［２］。刘宁等基于智慧学伴

工具进行了大数据促进精准教学的应用研究，设计

了一套精准模式和自适应策略［３］。刘邦奇等则基

于智慧课堂教育大数据，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了

师生互动指数［４］。

虽然教育数据已在质量监测、教育决策等宏观

面开始向学校教学、学生学习等微观面发展［５］，但

是数据驱动在课堂教学以及驱动教学决策的研究

上仍存在诸多不足［６］。

本文探索了数据驱动落地课堂教学，通过教学

数据配合学情调查来指导教学设计和教学策略，从

而使教学有据可依。

１　教学数据来源及构成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以下简称“数电”）课

程各项教学活动都通过雨课堂［７］智慧工具开展，

产生的教学数据在雨课堂中积累，其中一项主要是

形成性考核的各项成绩数据。

形成性考核以各类题测和小组项目为主，此外

针对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师生不能谋面的特殊情况，

特别增设了课程参与度考核，以课堂上手机发送的

弹幕质量、答题拍照上传件（投稿）的数量和课后

作业提交次数作为考核指标，以督促学生线上出

勤、认真听课并积极参与课程学习。

２　教学框架设计与实施
２．１　技术与人性并存

数据驱动教学不是单纯依靠数字，纯数字是冰

冷的，教学本身必须融入温暖的人性。数据驱动的

目的是为人性化的教学提供科学的方向指引，从而

使学生更好地成长。此刻，数据也带上了人性的温



度。信息时代的智慧教学应该是以学生为本，技术

与人性并存呈螺旋式上升［８］。２０２０春季学期开始
的线上授课带来更深体会，隔着计算机屏幕和网

络，如果只是依赖技术，没有温暖的人性化融入，学

生的心理收获必然缺失。

２．２　问卷调查掌握学情
人性化教学首先需要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

“数电”课程分别在授课初期、中期进行了学情问

卷调查。相比于以往调查多关注学习成绩，本课程

的初期问卷则侧重学生性格（活跃、沉稳、随和、懒

惰）、认知能力（强、一般、弱）和成绩期望（优、良、

中、及）等凸显学习者特征的调查，中期则从关怀

角度进行了线上学习状态、学习方式选择的调查。

调查的统计结果为后续设计和实施各项教学活动

夯实了学情基础。

２．３　教学框架与实施
课程的教学设计框架如图１所示，包括教学数

据分析与排名、作业练习的定向布置、拓展延伸三

大模块，实施则建立在学情基础上，考虑学生状态

同时依据数据布置学习任务。

１）教学数据表及应用
教学数据以“章”为单位进行统计，统计对象

是形成性考核的各项数据，对这些数据加权后得出

综合排名，并按分数高低将学生分为四个等级。为

了弱化排名给学生带来的压力并增加此项教学的

趣味性，将排名表命名为“数字江湖”。该表在每

章结束后推送给全体学生，以使其了解自己及同学

的学习情况，做到知己知彼。表１给出的是若干章
汇总的情况。

统计表除呈现整个教学班的宏观数据，还可以

追踪到每一个学生的微观表现，如每个测题的选

项、弹幕投稿具体内容等。对这些宏观和微观数据

进行分析，可以帮助学生查漏补缺、帮助教师改进

教学。如３号李同学，堂测成绩偏低可能基础薄
弱，提交的投稿和作业未达规定数量说明课程参与

不积极，基于这些数据便可和３号学生进行直接沟
通，查找问题真正所在并予以督促。而对１号夏同
学和４号杜同学，弹幕发送远超规定数量，此时翻
查具体内容，如发现较多重复、条目低质，也要进行

提醒。

２）作业练习定向布置
作业练习对帮助学生复习、巩固所学知识点有

重要作用，根据学生的成绩期望和雨课堂数据呈现

的学业能力，来进行分类定向布置。当学生既有较

高期望又有较强能力，给其布置的作业难度标准要

高一些，若两个条件有其一不满足，则分配普通标

准的题目，具体人数则根据本章的学习数据排名确

定。在完成基础题目后，学生可自行选择进阶练

习。在技术手段尚难实现大班教学真正个别化的

情况下，这种分类差异化教学不失为一种解决

方案。

习作的批阅也面临工作量大的难题，解决方法

是采取分层抽样［９］，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抽取一

定数量的样本，具体为每班抽取６份，包括１名优
等生、３名中等生、２名差等生。４个班共抽取 ２４
份样本，就基本掌握了整个大班的情况。

３）拓展延伸教学
调查中有学生建议加强知识的巩固、复习和课

堂实践，因此拓展延伸教学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绘制课程知识点思维导图，依据长时记忆的相

关理论［１０］，知识以图式方式建立关联之后，将有助

于存储与提取。导图绘制采用“班内接力 ＋班间
并行”形式开展，班内接力指每个班内部分组并接

力，每组绘制一个章节，班间并行指各班同步绘制。

接力时要进行软件讲解、导图展示和点评。导图绘

制如图２所示，教师的职责是组织和指导，学生的
自我实践和展示成果传授他人本身就有利于记忆

的保持，图３给出了学生绘制的导图样例。
另一方面是利用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软件进行电路设计

与仿真，一共设计三档内容，基础例题、作业电路、

综合项目。基础例题包括教材上的 ＴＴＬ门电路、
时序电路分析、５５５定时器电路应用、模数和数模
转换功能测试等，作业电路包括计数器变模设计、

用触发器设计时序电路等，而综合项目涉及５５５定
时器和计数器配合实现照明延时、计数器和数模转

换器配合实现ＬＥＤ亮度控制等。基础例题电路由
教师课前设计好，课上推送学生运行体会电路功

能，课后作业和综合项目则需要以个人或小组方式

亲历设计，并提交电路文件、设计文档和录屏解说。

４）跟学、自学双通道教学
由于课程课时长，长期线上教学易造成疲劳。

在主体部分的教学完成后，适时进行了中期问卷调

查，内容涉及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的选择。１１８名
学生有１１１人进行了投票，结果有超过１／３的学生
呈现线上学习疲惫状态。根据学习方式统计结果调

整了教学策略，对余下课程章节采取了同步跟学、异

步自学两种方式，其中跟学为５７人占５１％，自学（个
人或小组）合计５４人占４９％，未投票者按跟学处理。
对自学的学生不再要求线上出勤，但为避免放羊现

象，设计了一套严格流程来监管，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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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电”课程教学框架

表１　课堂教学数据统计表（部分）

序号 姓名
堂测

（５３分）
弹幕

（７个）
投稿

（７个）
作业

（４个）

参与

汇总

（１８）

综合

得分

综合

排名

１ 夏同学 ４７．４ １７ １３ ４ ３４ ４３．４ ９

２ 张同学 ４３．５ ７ １１ ４ ２２ ３７．１ ６６

３ 李同学 ２５．４ ９ ５ ３ １７ ２２．９ １１６

４ 杜同学 ４６．６ １６ １１ ４ ３１ ４１．９ ２５

５ 沈同学 ４６．０ １０ １３ ４ ２７ ４０．３ ４２

图２　接力绘制导图教学设计图

图３　学生绘制的导图样例

图４　自学监控流程

教师提供自学提纲和资料，学生需提交有知识点问

题解答的笔记，还需要完成作业或练习及参加评

测。章节测验结果显示自学、跟学的平均成绩无显

著差异，问卷统计有９１％的自学学生对教师提供
的辅助表示满意。

３　教学评价与分析

评价基于连续两年的结课问卷调查，２０１９年
侧重应用雨课堂的教学设计满意度调查，授课对象

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总人数２０４人，回
收问卷１８９份。评价结果如表２所示，教学设计满
意度９８．９％，得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认可。
２０２０春侧重对具体教学活动的认可度评价，

授课对象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总人数１１８
人，回收问卷１１２份。统计情况如图５所示，各项
得票均过半数，排名依次为导图绘制、数据表、投稿

弹幕和作业分类布置。此外，图６单独给出了将
Ｍｕｌｔｉｓｉｍ引入教学的评价，有６５．２％的学生认为获
得了较大帮助，该软件是疫情时期线上教学实体电

路实验板的替代方案，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良好

效果。

４　结语

本文以“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为例，介绍

了数据在驱动教学方面的应用探索研究，得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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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益的启示，在充分的学情调查和教学数据支撑

下做出的教学设计或决策更为合理。此外，如果将

同一门课程连续几年教学的调查与教学数据进行

积累并做统一分析，形成教学上的迭代优化，将更

有益于课程的教学发展，这也是下一步的工作。

图５　学生喜爱的教学活动投票结果（１１２人）

图６　引入Ｍｕｌｔｉｓｉｍ对学习的帮助（１１２人）

表２　学生对教学设计的评价（１８９人）

问题描述 选项 人数 比例／％

对教师教学设计（形式 ＋内容）是否
满意？

很满意 １５１ ７９．９

满意 ３６ １９．０

一般 ２ １．１

不满意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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