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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新课程标准实施以来，一线教师开展了积极而
有意义的教学实践探索。为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落实本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育，教师们开始关注以单元或主题为架构的教学设计。

在进行单元教学设计时，很多教学设计者注重了知识的系统
性，但却忽视了在单元教学中学习者能力的培养。如何通过教师精
心的设计实现学生关键能力诸如面对问题的解决能力、对于事物的
批判能力、对于未来事物的创新能力等。这些都是在单元教学设计
的时候设计者要思考的问题。教学设计者须在整个单元教学设计中
关注学生能力培养，并以实现深度学习的角度来进行设计。

1  深度学习理论
美国提出深度学习概念的两位学者认为浅层学习是一种以记

忆、背诵为主的，是一种孤立的学习，而深度学习是一种迁移，学
生将所学的知识与原有知识进行关联，积极的内化为自己的认知，
是更高层次的一种学习方式。[1]

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关注比较多的是对于知识的记忆和理解，
教学目标中也出现很多诸如了解、理解等字眼，而这些对于知
识的掌握是比较有利的，但对于学生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对于
高阶思维的培养显得明显欠缺和不足。在单元主题教学设计中要
使在记忆和理解知识的层次上对知识进行“应用、分析、评
价、创造”，促进学生形成深度理解、综合应用的深层次学
习。在教学中实践深度学习，是实现高阶思维培养的有效途径。

2  在单元教学中实现深度学习的策略
2.1确定一个好的单元主题
一个好的单元主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便于学生开

展深度学习。教材的单元是基于一定的知识结构或者主题进行组
织和架构的。所以，特别有必要在进行单元教学设计前对教材所
有章节的知识结构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便于对教材的知识进
行重组或者更改教学主题。

课题组老师在设计《数据处理与应用》一单元时，便根据学
生的实际进行了主题的改变，并进行有挑战的主题设计。她通过
学期初“学生基本情况调查问卷”、课前“一天时间花费”电子表
统计以及关于“制定计划”的问题访谈和交流，得知高一年级学
生对于时间管理能力参差不齐，于是确定了单元的主题为“时间
管理成就自我”。学生们经过讨论，确定本小组的项目诸如高、低
效学习时间调查、拖延浪费时间调查、碎片时间管理等。通过项
目实施，学生学习数据处理的同时，不仅增强时间管理意识，更
要在过程中关注生活、进行主题的深度探索，了解成因、现状以
及最终确定解决方案。一个好的单元主题，具有真实的情境，学
生愿意深度参与并愿意积极去完成挑战性的任务，这是促进深度
学习的发生一个好的开端。

2.2确定高阶思维教学目标
我国学者钟志贤认为高阶思维是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

的心智活动和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主要表现形式有批判性思
维、创造性思维、问题求解与决策等能力。在教学目标分类
中，高阶思维表现为较高认知水平层次的能力，如分析、归
纳、综合、创新、总结等。[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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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教学目标，使用更精细的行为动词能够更好的体现学生
的主体性，使学生变被动的状态变为主动，能够很好地促进高阶
思维教学。课题组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经过多轮实践，逐步在单元
教学目标及课时教学目标中体现高阶思维的特征，明确高阶思维
的培养目标。

例如，课题组成员在设计某一课时的教学目标时有如下描述，
通过问题引导、实物教具、实践交流等方式，分析游戏第一关计
分的问题，设计出不同的算法，并能用流程图描述算法；通过实
现自己的“碰撞类小游戏”的计分功能，经历编程解决问题的基
本过程，进一步提升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和计算思维。在目标
中出现的行为动词如分析、设计等都在通过活动的设计引导学生
的思维在进一步的深入，确立高阶思维的培养目标。

2.3设计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活动
教学目标是解决了深度学什么的问题，学习活动的设计就是

主要解决如何深度学的问题。通过什么活动能够使学生获得相关
的知识和能力，在活动中学会自主学习、学会交流沟通、学会批
判、学会面对复杂情境复杂问题实现问题解决以及在过程中建立
起学习毅力等优秀品格。

教师需要借助各种学习探究活动来实现深度学习。引导学生
对真实问题情境的分析提出基本问题并解决问题。例如课题组的

《走向智能时代—人脸识别》单元主题设计，学生通过思考生活中
的问题，借助智能工具二哈传感器进行人脸采集，再使用Mind+进
行编程，实现自己的创意和想法。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遇到不同
的困难，如人脸采集的正确性、安全性、编程实现中遇到的各种
bug，以及最终程序的优化等。学生在活动中通过各种资源及方法
找到问题的解决的方案，又在不断地评价解决方式的优劣，最终
实现问题的解决。

2.4开展可持续性的评价
为实现深度学习，教师要思考评价的目标是什么。评是为了

促进学，并不是给学生打上标签，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反馈
促进思考和提高积极性。教师正向而有针对性的反馈能够引导学
生不断的努力。

可以为学生建立评价档案，对学习过程进行追踪，通过一个
单元以及一段时间的学习，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困难点、以
及学习的优势，实现评价的可持续性。这样便于教师开展有针对
性的教学，确定学生可持续发展的培养目标，最终实现深度学习。

3  深度学习的展望
课题组的成员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以深度学习为理

念，实践以指向深度学习的单元教学设计将有助于在信息技术教
学中进一步突出学科特色，落实学科核心素养，实现信息技术学
科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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