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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BOPPPS教学模式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教学实践方法，它能够显著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并优化学生的

参与体验。本文将探讨如何运用BOPPPS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运用的教学方法，构建课前、课中、课后及

课程结课等过程，并以应急管理信息系统中“GIS与应急管理”为例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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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is a widely used instructional practice tha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effectiveness of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ptimizes student engage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
plication of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l combined with the use of Rain Classroom as an instructional 
approach, outlining the process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as well as the concluding phase of 
the course. The design is illustrated using the example of “G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the 
field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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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应急管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主要培养具有理论知识，掌握应急管理处置与救援的技

术的人才，能够在公共安全、矿山、消防等行业领域，以及在政府机关，基层应急管理部门等单位部门，

从事应急管理方面的决策与指挥、预防与处置、灾害风险检测监控、应急救援与事故处理和教育培训等

工作。然应急管理专业的学生学习内容繁多，学习压力较大，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思维比较严密，在课堂

中吸收知识能力强，以及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及能力去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当中，主

要以灌输式教学为主[1]，这样长期下来，学生会产生课堂的困乏，对于知识的吸收度低下。随着教学理

念的更新和教育的不断发展，有效的教学研究模式层出不穷[2]，例如雨课堂、微课等教学方法逐步运用

在了教学过程中，有利于充分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自主性。本文将 BOPPPS 教学模式与雨课堂相结

合的教学方法运用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这门课中为例，开展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3]。
目的是调动学生的学习动力，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4]。 

BOPPPS 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参与和互动，这与雨课堂技术的目标相契合。雨

课堂是一种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师生间互动、学生间协作的在线教学平台，可以

促进学生参与和互动。应急管理专业的教学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而 BOPPPS
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够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雨课堂的在线

互动和协作功能有助于促进学生在团队项目中的合作与沟通，提高他们的团队合作能力。同时，BOPPPS
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而雨课堂平台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互动功能，可以促进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在应急管理领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在应急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通过强调学生参与、批判性思维、团队合作和

自主学习，提升学生在应急管理领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2.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教学设计 

2.1. BOPPPS 教学模式 

BOPPPS 教学模式注重教学互动与反思，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提高学习效果。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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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利用 BOPPPS 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种模式的一个好处在于以

学生为中心，在知识的反复训练中记忆得到加强，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更为深刻。BOPPPS 教学模式整

个教学过程主要分为 6 个部分[5]，第一步是引入(Bridge)，导入与授课主题相关图片、微视频、新闻报道

等，能够迅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探索欲，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步是教学目标(Objective)，明确

阐述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事先查询相关资料来做准备，提高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准备度；

第三步、第四步与第五步则是整个教学环节中的重点，第三步是课前评估(Pre-assessment)，通过问答、小

测试等方式，了解学生的课前准备情况，为教师调整教学策略和重点提供反馈；第四步是参与式教学

(Participatory Learning)，通过分组讨论、经典案例分析、演示等方式，师生之间进行多样化的互动交流，

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参与度；第五步是课后评估(Post-assessment)，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总体把握，

评估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应用能力；BOPPPS 教学环节中的第六步是总结(Summary)，教师对课程的重点

和难点进行总结，学生回顾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巩固学习成果。因此

BOPPPS 教学模式在应急管理教学中的运用一点也不违和，具有明显的突出优势，可以系统全面的调动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 
总之，OPPPS 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它强调学生参与、互动和批判性思维，这

种教学模式也体现出显著的社会重要性。首先，这种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通过分

析和评价问题，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提高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次，这

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和讨论，帮助他们发展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合作和沟通能力是现代

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技能，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和生活。最后，这种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

动学习和探索，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和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雨课堂教学的理念 

雨课堂是一款基于微信和 PowerPoint 的现代教学工具[6]，旨在提供高质量的在线教育资源和个性化

教学服务，让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雨课堂”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日

常教学所使用的 PPT 中，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对雨课堂的使用

反馈通常与其学习动机和学习成效密切相关[7]，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成绩[8]，
雨课堂通过实时投票、问答等功能，增强了师生之间的互动[9]，它的个性化学习功能使得学生能够根据

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符合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10]。雨课堂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包括考试、随堂测

试、作业、项目等形式，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和学习过程，鼓励学生全面发展[11]。在 BOPPPS 模式

的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课前预习效果可以在雨课堂发布小测试进行检测，对于学生在课堂上对于知识

的一个吸收情况，可以当场发布一个小测试在雨课堂来进行检测，课后知识的一个回顾也可在雨课堂中

把整节课的重点、难点出一套测试题进行检测，雨课堂的一个好处就是学生答完题后，根据后台的数据

反馈出学生的答题情况。因此，雨课堂在 BOPPPS 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3.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模块 

应急管理的学生主要是注重掌握应急理论知识和应急管理处置与救援技术，理论联系实际，主要是

要学会怎样在实践中运用。因此，对于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这门课，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的

教学改革，合理规划授课内容，把握广度和深度。将 BOPPPS 教学模式与雨课堂相结合在课程的教学过

程中，形成了课前、课中、课后、课程结课等四大具体实施模块，见图 1。 

2.3.1. 课前 
在授课之前，教师应整合各类教学资源，并将相关文件上传至班级群，以便学生进行课前预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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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做好准备。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通过班级群与教师进行交流，或者与同学们就

某个问题开展讨论。这样的互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理解学习内容，还能增强班级的学习氛围。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structure diagram of BOPPPS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Rain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图 1.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的教学模式实施结构图 

2.3.2. 课中 
教师首先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点讲解，然后组织多种互动式和体验式的学习活动，如分组讨论、实践

操作、角色扮演或小组辩论赛等，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和深化。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方

法，实现更加生动和有效的教学过程。 

2.3.3. 课后 
教师对本节课的授课重点和难点进行详细解释，帮助学生提升空间素养。教师在获取雨课堂平台学

生的任务完成数据后，可以通过班级群或下次上课时对学生在雨课堂上完成的任务进行总结和回顾。这

样可以进一步巩固学生的学习成果，促进学生的学习反思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2.3.4. 课程结课 
采用结合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核的评估方式。期末考核主要以卷面考试为主，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70%，而过程性考核的成绩占总成绩的 30%。过程性考核包括学生在雨课堂中的测验与讨论、课堂中的

分组讨论以及课后作业等方面的表现。这样的评估方式可以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激励学生在课

堂和课后的积极参与与学习。 

3.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的应用 

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课堂中，我们将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雨课堂的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

由于这门课程是在实验室进行教学，我们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将重点强调

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并运用有趣的案例和相关话题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

上，我们将适当增加与学生的互动环节，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通过提问、讨论和小组活动等方式，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共同探讨与应急管理信息系统相关的内容。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课

程知识。在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进行检测时，我们将首先运用雨课堂进行理论知识的测验。通过雨课

堂的互动功能，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并及时给予反馈和指导。而在实验室环

节，我们将运用电脑进行模拟实训。通过实际操作和应用，学生将有机会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情境中，

并检验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这也加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以“GIS 与应急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019


杨红梅 
 

 

DOI: 10.12677/ae.2024.14112019 53 教育进展 
 

理”为例，我们将设计相关的教学内容和实验环节。通过讲解 GIS 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引导学生了解

和理解相关概念和原理。然后，通过实验室实训，让学生亲自操作危机管理软件，模拟应急管理中的场

景，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3.1. 课前 

为了提高学生对本节课“GIS 与应急管理”的学习效果，我们可以利用“雨课堂”或班级群向学生发

布一些辅导资料，如 GIS 在应急管理中的案例等。在课前推送的预习内容中，我们可以提供与本节课相

关的 GIS 技术在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的运用视频。通过这些视频，我们引导学生思考 GIS
技术在救灾过程中各个部分的职责和需要做的事项。这样的预习内容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他

们对 GIS 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认识和思考。通过观看这些案例视频，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 GIS 技术

在实际应急管理中的应用场景，加深对相关概念和原理的理解。通过“雨课堂”或班级群发布这些辅导

资料，学生可以在课前自主学习和预习，提前对本节课的内容有所了解。这样在课堂上，学生就能更有

针对性地提出问题，与教师和同学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同时，学生也能更好地理解教师讲解的内容，提

高学习效率。通过提供这样的辅导资料，我们旨在激发学生对本节课的兴趣，引导他们思考和探索 GIS
技术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学生的学习效能和理解能力。 

3.2. 导入 

导入阶段为“why”阶段。目的是导入本次授课的主要内容，运用有趣、形象的活动形式切开主题。

首先用 PPT 讲述一个案例，然后播放一个 2 分钟左右的 GIS 运用在应急管理中的视频进行导入，提问：

(1) 当地震发生时，GIS 可以帮助应急管理部门进行灾情评估、资源调度和救援指挥。背后隐藏着什么原

理？(2) 发生交通事故时，人们通过百度地图就可以查看各个路段的一个通行状况，选择最佳的一个路段，

这背后又是什么技术在运用？(3) 发生森林大火时，卫星遥感影像可以统计过火面积，识别植被的水分状

况，结合地形、气象等信息预测火势发展，对周边区域危险程度快速评估，并将结果通过广播、网络和

手机发布给民众。周边居民通过手机就可以确认自己所在位置的危险等级，这又是什么技术在运用？导

入：这就要从 GIS 如何应用在应急管理中说起了。 

3.3. 教学目标 

目标阶段为“what”阶段，我们将通过学生对知识的认知、对知识的学习热情以及对知识的掌握与运

用程度来检验学习的效果和达标情况。通过 PPT 展示，本节课的教学目标包括以下几点：(1) 了解空间

信息与非空间信息的区别：学生将学习到空间信息与非空间信息的概念、特点和应用领域。他们将了解

到空间信息是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而非空间信息是与地理位置无关的数据，理解两者之间的区别。(2) 
理解地理信息系统(GIS)：学生将了解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原理和功能。他们将了解到 GIS 是一种

用于收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展示地理信息的技术系统，了解到 GIS 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应用范围。(3) 
掌握地理信息系统(GIS)如何运用在应急管理之中：学生将学习到 GIS 在应急管理中的应用案例和具体操

作方法。他们将了解到 GIS 可以用于灾情评估、资源调度、灾害预测等方面，掌握如何利用 GIS 技术进

行应急管理工作。 

3.4. 前测 

前测阶段为“know what”阶段，教师可以利用“雨课堂”安排一个课前小测试，要求学生当场完成。

通过这个小测试，我们可以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同时也可以评估他们对 GIS 如何运用在应急管理中的

掌握情况。“雨课堂”的后台统计功能可以实时统计学生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掌握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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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理解情况。根据学生的答题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哪些知识点学生普遍不懂或者错误率较高。针对这

些问题，教师可以结合课堂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通过讲解错误率高的题目，

教师可以解释正确答案的原因和相关概念，引导学生思考和加深理解。同时，教师还可以提供类似的练

习题目，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小组讨论或者个人思考，提高他们对应急管理中 GIS 应用的理解程度。 

3.5. 参与式教学 

参与式学习阶段为“whether or not”阶段，目的是让学生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这个阶段主要包

括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互动导入。主题是 GIS 在灾害危机事件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的作用。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每个小组由 5 人组成。在小组内，学生轮流发言，阐述自己对这个主题的观点，并进行讨论。

教师参与到每个小组的讨论中，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然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来阐述小组的

观点。第二个环节是通过一个 2 分钟的视频案例引导学生了解 GIS 在灾害事件中的应用。接着，教师系

统地讲解 GIS 在应急管理中的具体运用方法，以及 GIS 技术、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分别处理哪些数据。

通过这个环节，学生将深入了解 GIS 在应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个环节是通过 PPT 展示一个案例，

讨论 GIS 在应急管理各个环节中的作用。学生将通过这个案例来理解 GIS 在实际应急管理中的运用，包

括灾情评估、资源调度等方面。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讨论 GIS 的优势和局限性，并对本

节课的知识点进行总结。 

3.6. 后侧 

后测阶段为“how well”阶段，检测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在雨课堂中发布试题进行测试。首

先，我们会在“雨课堂”上发布一道练习题，让学生进行答题。这道练习题旨在检测学生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和掌握情况。其次，同时发布关于地理信息系统(GIS)在灾害中各个环节的讨论题。学生需要在小组

内讨论，并在下次上课之前完成讨论。教师也将参与讨论的环节，为学生解答问题，引导他们深入思考

和讨论。这个讨论题将帮助学生巩固对 GIS 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的理解，并提高他们的分析和应用能力。

通过这些测试和讨论，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及时发现和纠正他们的错误理解，

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和掌握水平。同时，通过小组讨论和教师的参与，学生不仅可以巩固知识，还可以

提高团队合作和交流能力。这样的后测阶段将有助于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应用。 

3.7. 总结 

总结阶段为“reflection”阶段，首先，教师将对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总结。教师会强调学生在本

节课中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点，并对这些知识点进行简洁明了的概括。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回顾和巩固他

们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并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其次，学生将回顾本节课所学的内容。他们可以通过

课堂笔记、讨论题答案等方式进行回顾，确保他们对课堂内容的记忆和理解没有遗漏。这个环节可以帮

助学生巩固知识，提高他们对所学内容的整体把握能力。同时，教师还会进行自我反思，思考在授课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要回顾自己的授课方式和方法，思考是否有改进的空间。教师要审视自己的教学

效果，思考学生是否都能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并思考如何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这个环节对教师的专

业成长和教学质量的提升非常重要。 

4. 结语 

在“应急管理信息化系统”课程中，我们结合了雨课堂和 BOPPPS 教学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和实践。

这种结合充分体现了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与传统基础教学相结合的优势，并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

展和学习效果。首先，在教学设计方面，我们利用雨课堂的平台发布了相关的学习资料、视频案例和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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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学生可以通过雨课堂自主学习，随时随地获取所需的教学资源。这种基于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

教学设计，使学生能够以自己的节奏学习，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便利性。其次，在教学应用方面，我

们运用了 BOPPPS 教学模式。在课堂上，我们以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为核心，通过导入、概览、展示、练

习和总结等环节进行教学。通过这种教学模式，学生在讨论和实践中积极参与，增强了对知识的理解和

应用能力。同时，教师也能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和困惑，并提供指导和解答，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这

种雨课堂与 BOPPPS 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和实践，重点关注学生本身和学习效果。通过互联网和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学生可以更加自主地学习，提高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同时，BOPPPS 教学模式的运

用，使学生能够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方式参与教学过程，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数字化时代，

我们应该关注互联网与多媒体技术与课堂中的基础教学相结合的创新。通过这种创新，我们能够更好地

满足学生对灵活学习方式的需求，提高教学的效果和质量。同时，这也是教师不断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

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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