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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理念下大学语文智慧课堂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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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学习是培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渠道，也是智慧课堂的重要目标。目前，智慧课堂教学存在教学观念

落后、停留在浅层次学习、具身体验不足等现象，阻碍着高阶思维、核心素养等的发展。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深度学习和

智慧课堂的相关概念及特征，分析了大学语文智慧课堂面临的问题，并从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流程进行探索，旨在解决

智慧课堂的发展困境，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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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cultivating core competencies in disciplines and also an important goal 
of smart classrooms. At present, there are phenomena in smart classroom teaching, such as outdated teaching concepts, shallow 
learning, and insuffi  cient personal experience, which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thinking and core competenci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learning and smart classrooms,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college Chinese smart classrooms, and explores the three processes of pre class, in class, and post class, aiming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diffi  culties of smart classroom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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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慧课堂是教育信息化时代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主渠

道。然而，随着智慧课堂的推进，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

师生之间的角色关系与传统的教学模式无异，以教师为主

体的观念没有改变，学生的学习停留在浅层次的学习等。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智慧课堂发展的瓶颈。“深度学习正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利器，其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课堂教学

的有效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1-2]。基于以上考

虑，本文探讨了深度学习理念下的课堂教学特点，并以大

学语文课程为例，试图构建深度学习理念下大学语文智慧

课堂的教学策略，推动课堂革命。

1　深度学习的内涵与特征

1.1 深度学习的内涵

深度学习原是人工智能领域的概念，后来引申到教育学

领域。1956 年，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就阐述了“学

习有深浅层次之分”[3]。1976 年，Marton和Säljö根据学生

学习过程和学习策略的差异，把深度学习列为和浅度学习

相对的一个概念。 Biggs认为深度和浅度学习各自对应高层

次和低层次的认知加工。Millar强调深度学习法对于学生

加工信息，锻炼和提升使学生思维能力有很大帮助。

国内对深度学习的探讨较晚。黎加厚认为，“深度学习

是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使学生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

想和事实，并将其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同时将已有知

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以解决问题”[4]。此后，许多学者提出了

不同的概念。安富海认为“深度学习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

的学习方法，它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息息相关，且需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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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深度的思考与探索，由此而使其内在的认知结构得

以优化和完善”［5］。郭华认为“所谓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

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

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掌握学科核心知识，理解学习过程，把握

学科的本质及思想方法，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

的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既具独

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神，基础扎实的优秀的

学生，成为未来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人”[5-6]。

1.2 深度学习下的课堂特征

1.2.1 以高阶思维为核心

从教学目标来看，浅层学习注重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获

得考试高分成绩。而深度学习则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

迁移运用，其核心特征是高阶思维，最终目的指向核心素

养。和浅层学习相比，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学习形

式，学习者的目标是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在学习过程中

它不忘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帮助“

学生更好地促进自我发展和适应社会变革奠定基础”[7]。这

不仅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举措，也是帮助学生健康

成长的有效方法。

1.2.2 以生为本

从教学理念来看，浅层学习仍然遵循传统课堂中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强调的是教师的主体地位。而深度学

习则坚持以学习者为中心，坚持学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体，

要求在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中，建立以生为本，注重学

习者的高阶思维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深度学习下的课堂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展开教学，它关注学生的课堂参与、课

堂互动和情感体验，强调师生之间的对话和合作。这不仅

颠覆了传统课堂，还推动了构建健康、和谐的智慧课堂生

态系统。

1.2.3 强调真实问题情境的解决

从教学范式来看，浅层学习要求学生对知识机械性、简

单记忆。深度学习则是老师通过设置真实问题情境，引导

学生能动学习，积极思考，找出新旧知识点间的关联性，

用已有知识举一反三地解决真实世界问题。这种学习形

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的和对真实问题情境的解

决。和浅层学习相比，深度学习注重培养学生对旧知识的

理解和对新知识的应用能力。这不仅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迁

移和应用能力，还有利于培养未来社会实践的主人。

2　智慧课堂的内涵

智慧课堂是教育信息化时代的一种新型教学形式，以其

数字化、信息化的特点，冲击了旧有的教学方式，优化了

教学效果。但国内尚未对智慧课堂的内涵形成定论。钟绍

春认为“智慧课堂应以主动、轻松愉快、高质高效和提升

学生智慧为根本目标”[8]。国内信息化专家祝智庭提出了比

较完整的智慧课堂概念，他主张“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

创建具有一定智慧的（如感知、推理、辅助决策）的学习

时空环境，旨在促进学习者的智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9]。从信息化视角探讨智慧课堂的，如徐福荫（2016

）提出了共享资源分层、推送实时内容、创设学习情景等

七大技术特征[10]。这类研究成果探索了智慧课堂的普遍特

征，代表人物还有顾建芳、黄怀荣等。

3　当前大学语文智慧课堂面临的问题

3.1 学生深度学习的力度不够

大学语文智慧课堂所面临的最大困境是如何在有限的两

节课里既完成知识目标的传授和能力目标的训练，又实现

信息化教学，还实现语文学科以文育人的课程思政目标。

在现实的课堂中很多大学语文教师都颇感无奈，大学语文

学科作为一门公共课，每周只有2节课，在有限的课时里，

有些知识点只能要么点到即止，要么忍痛舍弃不讲，课堂

教学无法真正落实深度学习。这样的教学，没有落实深度

学习理念下把学生置于解决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境的要求，

无法实现课堂互动的螺旋式上升，也弱化了大学语文学科

关注学生心灵教育的功能。

3.2 教师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

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工具性和人文性极强的学科，需要学

生大胆发言，主动参与讨论，但是在智慧教学过程中，教师

主讲仍占了很大的比例，教师在课堂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

摇。从问题的设置到引导学生讨论，都离不开老师的预设。

教师事先设置了教学目标，然后按照自己认为可行的方式去

完成教学内容的讲授与课堂活动的开展。表面好似课堂互动

热闹非凡，实际上学生的参与只是一种被动学习，学生的主

体地位没有实现，自然也不能实现深度学习。

3.3 学生的具身体验不足

智慧课堂的目的是借助信息化手段，以课堂为抓手，教

学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同时培育学生社会发展必备的

的核心素养。这些学科素养都要求老师摆脱离散性课堂互

动，为学生尽可能创设具身情境，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参与

去体验、感悟和思考。如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去感悟人物形

象，学生拍摄当地的红色景点的介绍视频等，学生依据课

文的主题轮流上台作关于母爱、大医精诚等的演讲，以促

成“通过浅层的情感体验，并最终形成深度的情感体验，

即价值观念体系个性化的形成”。

4　深度学习理念下大学语文智慧课堂的教学设计

4.1 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高阶思维学习任务

深度学习理念下的智慧课堂教学只有设计具有挑战性的

高阶思维学习任务，才能摆脱停留在浅层学习的困境。因

此，学生不仅要读懂古文、找出人物肖像、头饰、服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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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描写的关键点，还要深入文中去推测王熙凤作为贾府

的实际掌权者的地位、性格等，更要结合专业知识，正确

地运用色彩、服饰图案设计等知识。通过这种难度较大的

学习任务，才能提升学生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实现深度

学习。

4.2 更新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智慧课堂是“互联网+”背景下教育与信息技术结合的

产物，是翻转课堂的进一步发展。知识的传递不再是课堂

教学的重点，课堂教学的重点是解决疑问，共同讨论，引

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内化。因

此，教师要改变以教为中心的陈旧观念，不断自我反省、

自我调整，利用课堂时间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给学生

带来深刻的启发，让学生成为课堂活动的主体。深度学习

理念下的智慧课堂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因

此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合作探究能力和问题解

决的能力。

4.3 创设具身教学情境

建构主义认为，个体、认知和意义是通过在相关情境中

的互动和交流来完成的。情境会对学生的学习和行为产生

一定的影响。在智慧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有构建与

学生现实生活相近或相关的（如理想信念、责任担当、家

国情怀等）教学情境、生活情境、问题情境等，才能有效

地唤起学生的经验积累、情感体验、思维体验，从而实现

知识的重构，完成特定的教学目标，获得更有效的学习，

使学生迅速掌握现实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

5　深度学习理念下大学语文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

基于深度学习理论的智慧课堂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强调学习是驱动轴，因此，教学活动应以学生为中

心，围绕学生的成长发展来展开教学，发展高阶思维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包括以下三个教学环节：

5.1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

课前教师首先要运用超星学习通、问卷星等获取学生学

情数据，并针对学情分析设置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目标，

为深度学习理念下的智慧课堂指明方向。其次，老师通过

超星学习通等信息化平台发布视频、上传学习资料，学生

则按照老师课前要求进行自主学习。再次，教师要进行答

疑，并针对课前任务的完成情况，重构教学内容。

5.2 课中内化知识阶段

深度学习理念下的智慧课堂是一种全新的伙伴型的的教

学组织形式，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是同伴学习的关系。“

教师是学生知识探究的引领者、课堂互动的合作者和深度

学习的催化者”。首先，教师要通过设计与学生现实生活

相关的真实问题情境，并围绕情境任务展开教学。其次，

师生要合作探究，攻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促使学生实现

知识迁移，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5.3 课后拓展应用阶段

课后是归纳总结，巩固提高及考核评价的阶段。深度

学习理念下智慧课堂应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的多元智能评价体系，因此除了借助信息技术对学生的

相关数据进行考量外，还应将评价贯穿课堂教学全过程，

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差异化评价标准。其次，基于深度学

习理论的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至少要包括以学生自我评

价、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才能作出科学、精准、公正的     

评价。

6　小结

智慧课堂是当下教育信息化改革的重要趋势。深度学习

理论为智慧课堂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运用深度学习理

念建构智慧课堂，不仅可以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而

且有助于学生将课堂知识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响

应了课堂革命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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