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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深度学习的异化与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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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度学习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吸收、迁移应用，帮助学生体验复杂情感。实践中深度学习的异化体现为：学习内容上难度过

大，类型单一；学习方式上缺乏指导，程序固定；学习巩固上书面为主，重复死板。因此，教师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要立足学生，全面深

入；在学习方式上要建立支架，程序灵活；同时要采用形式多样、灵活多变的学习巩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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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learning promotes students’ internalized absorption and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helps students experience complex emotions. In 

practice, the alienation of deep learning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the learning content is too difficult and the type is single; Lack of guidance in learning 

styles, fixed procedures; Learning consolidates on the written-based, repetitive rigidity.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be based on students in the choice of 

learning content,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 the way of learning,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caffold and the program is flexibl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 variety of forms of flexible learning and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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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提出亟需学校教育的变革。深度学习有利于学生

对知识的建构、迁移和应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调动心理资

源解决问题的能力，符合核心素养的要求。学校课堂是学生获得知

识、培养能力的主阵地，因此，各地先进的学校把深度学习引进课

堂。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难免出现认识误区和实践偏差。针对学校

课堂深度学习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出现的问题，从学习内容、学习

方式和学习巩固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促进课堂深度学习的实现。

一、深度学习的本真分析

（一）深度学习的概念

深度学习的概念源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脑科学，1976

年才被引入教育领域。深度学习是学习者在具有内部动机的前提下，

高度投入情感和行为，运用多样化的学习策略，建构个人知识体系

并有效迁移应用到真实情景中来解决复杂问题的学习方法。[1] 课堂

深度学习是指课堂上学生在具有内在学习动机、高度的情感和行为

投入的基础上，通过教师的指导，运用多元化的学习策略建构个人

知识体系并培养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方法。[2]

（二）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的差异

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是相对的，二者在学习动机、投入情况

以及知识迁移应用等多方面都有所不同。[3] 浅层学习是一种处于低

阶思维、被动的、机械记忆事实，缺乏深度加工信息的学习方式。

其无法使知识进入长时记忆阶段，更不用说解决实际生活中的复杂

问题。而深度学习反对机械记忆，反对零碎的、碎片式的学习，主

张质疑、批判知识，强调知识的灵活运用。

二、课堂深度学习的异化

课堂作为学生吸收知识，发展能力的主阵地自然也是发展学

生深度学习能力的得力场所。但学校和教师如果没能准确把握深度

学习的内涵，就容易陷入认识误区，出现实践偏差。

（一）学习内容 ：难度过大，类型单一

一方面，课堂深度学习过程中，教师对深度学习的概念的把

握出现偏差。部分教师错误地把深度学习的“深”理解为难度的“深”，

认为深度学习就是学习高难度的知识。从而设定过分高于学生水平

的学习目标，布置远超出学生最近发展区的学习任务。但事实上，

深度学习强调的不仅包括学习内容的“深”，也包括学习程度的“深”、

学习投入的“深”等等。超出学生最近发展区的知识，首先是无法

被学习者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内化的。其次，这样的学习内容也会

挫伤学生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甚至使其陷入自我怀疑的状态。

另一方面，课堂深度学习也存在类型单一的现象。教师错误

理解了深度学习这一概念，片面追求难度较大的知识点，且这些知

识很大一部分是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严重窄化了学习内容。

而现行不合理的学生评价体系和教师评价体系间接强化了教师的观

念，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窄化学习内容的倾向。因此，掌握知识就成

为了学生最主要甚至唯一的目标，知识也就自然而然成为学生唯一

的学习内容，忽视了对学生动作技能和态度等非概念性、事实性知

识的培养。[4] 显然，以掌握知识为导向的、单一的学习内容不符合

深度学习的内涵和要求。

（二）学习方式 ：缺乏指导，程序固定

深度学习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是主动参与课堂活动的积

极主体。我们通常认为传统教师将大量的、系统性的知识灌输给学

生，使得学生失去思考、批判质疑和迁移运用的能力，沦为只会记

忆知识点的机器。因此，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应给予学生自我

学习、思考的空间。但事实上，我们却走向了忽视教师指导作用的

极端。随着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发展，教师逐渐意识到学生的主

体地位和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等于自学。

诚然，自学的方式有利于学生个性化的发展，但教师适量的指导是

自学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缺乏引导的自学无法让学生发展深度学

习的能力，只会将学生禁锢在深度学习的形式之中。于学生而言，

由于教师的“放手”，没有内化的知识成为一个个碎片，散落在学

生脑中，使其无法形成系统的、结构化的知识体系。所谓课堂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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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则空有形式而缺乏实质。

程序固定也是课堂深度学习不容忽视的问题。教师在任何情

况下都用一套固定的、程序化的步骤进行教学 ：查资料，自学，最

后交流谈论。事实上，学生知识体系的差异以及深度学习个性化

的特点要求学生根据需要开展适当的学习活动。而由于这个过程的

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课堂深度学习活动应该是多样化、生成的。
[5] 另一方面，学习效果的产生离不开学习内容与教学组织形式、

方法的匹配。深度学习强调知识、技能、态度等全方位发展，依

据不同的学习内容应选择不同的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固定

的、程序化的教学安排不仅不适用于任何的学习内容，也会让学

生预知接下来一个星期、一个月甚至是一学期的授课方式，失去

学习的新鲜感。

（三）学习巩固 ：书面为主，重复死板

知识的巩固与强化是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课堂中教

师通常布置与教学内容相关的作业，以促进学生理解吸收课堂知

识。课堂深度学习没有带来学生学习巩固方式的变革。在作业的

类型上，以书面作业为主。甚至语文、英语这两个语言学科也鲜

有口头作业。好在随着互联网和计算机行业的飞速发展，各类学

习软件迅速崛起，学生作业中的口头作业逐渐增多。这体现了当

今知识巩固方式的两个弊病。一方面，非书面作业主要出现在语

言学科，而数学等学科以书面作业为主，应用性缺乏。另一方面，

非书面作业主要通过机器进行，以跟读、朗读、背诵为主，缺少

对话性与交往性。

在作业的质量上，学生以“题海战术”的方式进行强化，教

师布置的作业经常出现重复的、相似的题，题目死板，内容单一，

缺乏情境。灵活与创造是深度学习的内在要求，提升学生解决综

合性、创造性问题的能力是课堂深度学习的旨归。[6] 死板重复的书

面作业不仅不能达到巩固的效果，还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三、课堂深度学习的回归

课堂深度学习是社会发展对于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当

下深度学习实践还存在着大量弊病，但走出传统课堂，迈进基于深

度学习的现代化课堂已然是一种进步。当下，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

策略，以促进课堂深度学习走出困境是重中之重。

（一）学习内容 ：立足学生，全面深入

学校与教师对于深度学习的理解和把握，影响到课堂深度学

习的计划与实施。教师错误地把深度学习的“深”理解为知识的“难”，

导致了课堂深度学习难度过大的局面。基于此，教师不仅要准确把

握深度学习的概念，也要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准确把握学生的知识

能力水平和学习需求。在横向上，教师先从区域特点和学校特色出

发，了解本校学生的总体学习基础与需求。再从年级出发，结合不

同年龄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特点来分析学生。最后从个体

角度出发，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观察学生，考虑不同学生个性化的

学习需求。在纵向上，首先要明确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进行诊断

性评价，以便为学习内容的选择提供依据。其次要以生活场景为教

学情境，创造迁移的条件。最后要在新旧知识之间建立联系，把握

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在学生已有的水平上适度拔高。

深度学习产出的丰富和复杂要求学习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解读学习内容的背景，挖掘学科内、跨学科知识的联系，传授学科

共有和学科特有的学习方法以及促进情感升华是解决学习内容单一

化的有效途径。首先，解读学习内容的背景要求教师不断吸收除本

学科知识之外的通识知识，并与自身已有的知识结构建立关联，以

便在需要时迅速提取。其次，教师应该挖掘概念与概念间的关联，

利用主题、活动等形式统整课程，建立科内联系和科际联系，帮助

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再次，教师传授包括归纳与演绎、分析

与综合等学科共有的方法以及具有学科特色的学习方法，为知识的

迁移、举一反三创造条件。最后，在情感的升华上，帮助学生明确

学习内容对于个人、社会生活的意义，建立与生活的联系，以促使

学生体验复杂情感。

（二）学习方式 ：建立支架，程序灵活

诚然，学生自学是课堂深度学习的必要环节之一，但并非课

堂深度学习的唯一环节。以部分代替整体，以自学代替教师指导

只会让学生盲目学习，收获甚微。教师的指导应伴随学生深度学

习的整个过程，支架式教学不失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有效方法。

支架式教学分为五个步骤，分别为搭脚手架、进入情境、独立探

索、协作学习、效果评价。[7] 课堂深度学习过程中，教师首先根

据建立概念框架，将学生带入深度学习的情境氛围中。接着根据

不同阶段学生身心和认知发展的不同特点，适当地指导学生。年

级越低，教师发挥的指导作用越强。再次，小组讨论共享思维成

果，全面、正确理解当前所学的概念。最后，教师及时、有针对

性地提出反馈意见。当然，支架式教学的提出是为实施课堂深度

学习提供参考，而非唯一正确的实施模式。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

班学生特殊需要的指导程序，不失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好方法。

学习巩固 ：形式多样，灵活多变

以深度学习为目标的学习巩固强调反思、创造以及复杂问题

的解决，应注意巩固方式的多样性。课后作业作为学习巩固的重要

方式，应平衡书面作业和非书面作业，增加知识应用的实践性作业。

一方面，书面作业应体现灵活性，题目类型多样，既要有封闭性题

目考察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也要有开放性题目，给予学生表达思

想、情感的机会的同时也让学生反思自己。另一方面，非书面作业

主要侧重于发展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加深人际交往，增强学生的

知识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当然，学习巩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反思汇报、小组实践、创造发明等都有利于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提

升。

结语

课堂深度学习是培养学生深度学习能力的有效途径。针对课

堂深度学习中学习内容难度过大，类型单一，学习方式上缺乏指导，

程序固定以及学习巩固上书面为主，重复死板等问题，首先，教师

要纵横分析学生总体与学生个体的知识储备、学习倾向。其次，教

师要注意避免走向让学生完全自学的极端，适度指导并探索和灵活

选择符合本班学生个性特征的指导程序。最后，教师要实现学生学

习巩固方式的多样化与灵活化，促进学习内容的迁移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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