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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常常比解决这个
问题本身更重要”，深刻揭示出问题对于“深度学习”的重要意义。
要培养学生基于问题的深度学习，首先要解决问题源，即问题从
哪儿来？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接着就是问题流的解决过程，
这是教学策略中的关键和核心。本文将以《技术与设计1》(地质出
版社2010年版)《设计课题的确定-发现问题、提出设计课题》为
例进行阐述。

1 　明确教学目标，确立深度学习的“度量衡”
“教学目标”是问题产生的源泉，是度量学生深度学习的

标准，要想让学生产生“深度学习”的动机，教师首先要“深度
备课”，合理制订教学目标，确立深度学习的度量衡。度量标准确
立后，一节课需要教授哪些内容，设置什么教学环节、使用何种
教学方法和手段等都能随之确定，教学评价也有了依据，深度学
习过程中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得到凸显。通过对案例的教学目标分
析，可以提炼出课程的问题源，例如：1.发现与明确问题对技术
设计有什么重要意义？2.如何发现一个值得解决的技术问题？

2 　创设真实情境，建造深度学习的“体验馆”
在真实情境中“提出问题”是深度学习的第一步。教学目

标确定了问题的来源，明确了课堂教学中应解决的基本问题，但
它还不是提供给学生的问题。教师应围绕学情，创设真实教学情
境，明确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比如创设生活展示情境、多种媒体
制作的演示情境、语言描述或动作展示的情境等，提出具体的问
题或任务，引导学生归纳、提炼、迁移原有的知识与生活世界建
立实质性联系，获得技术体验。案例中可以用校园中的清洁工具
收纳、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情境，引出学生需要解决的第一个
问题：如何提出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

3　分解现实任务,搭建深度学习的“脚手架”
以搭建脚手架的方式“分解问题”是深度学习的第二步。

情境创设中提出的问题往往还较为宽泛和抽象，学生可能无从下
手。将一个大的问题分解成几个小任务、环环相扣，搭建一个深
度学习的“脚手架”让学生顺梯上行是基于问题的深度学习的重
要教学策略。将案例中的“如何提出一个值得解决的问题？”搭
建三级脚手架。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提出一个问题（易）；小组讨
论生成两个有一定价值的问题（稍难）；分享生成的问题（易）。分
解后的问题降低了难度，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
学习目标。

4 　提升思维层次，挑顶深度学习的“瞭望塔”
通过“分析问题”来提升思维层次是深度学习的第三步。

“深度学习”强调学习的主动参与和思维的挑战训练，要求学
生在解决问题时不仅能够运用常规思维思考，更要用创新思维去
进行技术设计和问题解决。“分析问题”的过程即为思维训练
的过程。思维是“深度学习”的表征，“深度学习”基于深
度思维。案例教学中各小组分享的问题多达10 个以上，教师再
次创设通用技术课程学习的限制条件的情境，要求将问题筛查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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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掉一部分，保留两个最值得全班一起解决的问题。难度骤然
升高，学生必须经历深入学习，认真思考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5 　强化技术实践，铺设深度学习的“快车道”
通过“解决问题”来达成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是深度

学习的重要步骤。教师要恰当选择教学方式和方法，指导学生快
速进入“深度学习”状态。设置合理的可操作性的技术活动，让
学生通过“体验式学习、设计式学习和操作式学习”等实践学习
方式构建完整的技术知识和能力体系，组织技术探究和技术试验
等创造性学习活动，体验设计过程，生成技术经验。案例教学中
为了淘汰掉假问题，学生间可能会发生较大争议，教师可以安排
一些简单的技术实践环节，有理有据的筛查出有价值的问题，让
学生获得知识与技能的双丰收。

6　改进评价方式,召集深度学习的“英雄贴”
“评价问题”是实现深度学习必须高度重视的步骤，是师

生评价，生生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教学目标是否达成的重要
反馈方法和手段。既要评价问题答案的准确性、可信度，更要评
价分析问题的思路是否清晰,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恰当。评价过程
中应多元展示学生的努力和进步，体现对学生的个性化与创造性
的鼓励与尊重，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7 　引导课后反思，架筑深度学习的“彩虹桥”
“反思问题”可以让学生的深度学习进一步由课内向课外延

伸迁移，教师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或要求对本节课的部分问题做深
入思考。案例教学中教师可以用课后问卷调查的方式引导学生对
本节课的问题进行反思，继续思考“如何发现一个值得解决的技
术问题？”的问题，架筑一座深度学习的桥梁，让深度学习持续
深入，不仅发生在课堂之中,也延展至课堂之外。

基于问题的深度学习。关键在于问题是否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问题是否能让学生产生学习的动机？引导学生主动查找问题，
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目的在于提高学
生通用技术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教师要深刻理解

“深度学习”的涵义，从教师的“深度备课”发展为学生的“深度
学习”，全面提升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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