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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数学教学中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研究 
王金辉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江苏南京  210019） 

摘要：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数学核心素养的最终目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化被动为主动，思维由低阶变高
阶，将浅层学习转变成深度学习。高中阶段的数学学习对学生体会数学思想、逻辑性的思考问题及后续学习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具有高阶思维，真正领会数学的思想与处理问题的方法，把握数学的实质与精髓并且学会知识建构。因此，学
生在学习高中数学时进行深度学习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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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如今高中生在学习数学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学生对数学学习

缺少主动性，对数学知识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理解，缺少迁移应用的
能力，缺少新旧知识联系与整合建构的能力。在新课改背景下，高
中数学教学要求学生对知识深入思考，形成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并
可以迁移应用，需要将学生浅层次的学习转化为深度学习的方式。
因此，根据新课改要求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是很有必要的。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注重了教学速度，导致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效
率低下。为避免这种现象，课堂教学中尝试通过教师深度教学，使
学生做到深度学习，力图解决目前教学中教了没学会、学了不能举
一反三、学会了还是不会做的现状，从而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学生
的深度学习会促进其自身反思能力的达成，学生的自我反思并不只
是“自我纠错”，也不能被理解成“事后反省”，而应赋予其更为广
泛的含义，贯穿于全部的数学活动。由数学教学的现状及其学科特
点可知，要提高数学课堂效率，需要深度学习。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深度教学的概念 
所谓深入学习的“深度”指的是触摸事物本质的能力，与学生

产生共鸣，让学生积极思考，形成对知识的深刻理解。教学科目，
学生和学习，这是课堂教学的三大对象，而深入教学则是深入到教
材中的每一门课。教学是触及学生心灵的学习和表现学习内容本质
的事情。在遵循教学规律的前提下，实现了学生认知风格和个性差
异的结合，并由浅向深，以促进学生的理解。 

（二）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对比分析 
所谓浅层学习指对信息接收和短时记忆，而深度学习是在理解

的基础上，学习者处理信息的再学习，加入了自身的判断、整理、
归纳等处理，需要关注信息的内在联系，联系自身的知识结构进行
学习，学习者更能长时间地保持记忆.深度学习对学习者有更高的要
求，学习者不仅是信息的接受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 

二、数学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关系 
（一）高中数学学科特征要求深度学习 
数学学习的特点如下： 
1.数学学习必须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严谨的逻辑推理和普遍

应用的特征 
深度学习中强调批判理解、主动探究的特点相一致，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达到深度学习。 
2.数学学习主要是学习者对数学思维方式与数学知识技能的学

习 
在数学学习中教师应着眼于“点拨”和“引导”学生的思维.

深度学习就是基于问题链的形式，设置一系列有逻辑关系的问题，
由浅入深、一步步引导、启发学生思考，直到解决所学。 

3.数学学习要重视问题解决 
通过各种形式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共同探究活动才能体验

发现数学和创造的过程，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数学学习重视问题解决与深度学习中面向问题解决相呼应，也充
分体现了在数学学习中深度学习的必要性。 

4.数学学习是学习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人们对外部客观世界与自身的一种理智的、基本的

看法态度.数学的研究对象与数学内容都是理性思维的产物，通过学
习数学可以培养学生有条不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善于反思、敢于批判的钻研精神和坚强意志等.这些特点与
深度学习注重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的能力相吻合。 

三、数学学习中深度学习的价值分析 
1.深度学习有利于数学概念的形成与建构 
数学概念是组成数学表层知识的主要成分，是数学课程标准中

规定的、教材中确切给出的、有着较强操作性的知识.学生仅通过对
教材的学习，就可以理解和掌握部分表层知识.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
的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可以将有关联的知识点建构知识体系，学习者
可以利用思维导图或者概念图的方式掌握数学的基本概念.同时结
合数学文化，学生可以知道涉及到各个知识点的文化知识，也可以
增加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2.深度学习有利于数学本质的认识和对数学发展规律的把握 
数学是一门研究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一切数学符号和

数学规律都是人为定义和总结总结的。学习深度学习可以深刻地体
会到数学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同时，更加全面地掌握数学发展
的规律。 

四、深度学习的教师教学策略 
（一）深度学习的教师教学策略 
1.基于新课标，条理化教材内容策略 
新课标对高中数学课程具有最高统领和掌控全局的作用，所以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要在新课标的指导下，深度分析各教材间、
章节间以及章节内知识的内在关联。条理化教材内容也就是要求教
师首先要吃透课本知识，深入挖掘数学知识点之间的内部关联。 

2.确定高阶思维目标策略 
在深度学习的概念中，高阶思维就是集反思、知识建构与整合、

问题解决且拥有批判思维能力于一体的思维活动。深度学习是在浅
层学习的基础上，教师要在熟练掌握课标与教材。设置教学目标时，
既要根据课标设置三维目标，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四基四
能，又要将三维目标渗透到高阶思维目标中，让学生在知道与领会
的基础上，注重对知识的应用、分析、综合以及评价等认知能力的
培养。这样的教学目标在实现时会更加具体、真实、可操作。 

（二）课堂教学阶段的教学策略 
1. 情境教学策略 
在高中数学中，有些课题与实际中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此

在课堂中，教师应积极创设不同的情境，从各种情境中抽离出与数
学相关的问题、强化学生的学习能力。例如，在函数模型的应用中，
教师可以通过生活中常见的教育储蓄、预测产品销量、国家宏观经
济等模型引用。 

2.问题引导、认知冲突策略 
高中数学中，有些课题是与学生已有的认知有一定的冲突的。

而传统课堂上的教师提 
问方式大多是无效提问，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面对这类

课题，教师可以通过设置与 
学生认知有冲突的问题链来引导学生思考，激励学生学习数学

的积极性，教师设置的问题 
既可以反映内容本质，又必须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内，要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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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性。 
3.数学文化策略 
数学文化贯穿在整个高中数学课程结构体系中。提议将数学文

化渗透到数学教育中，数学知识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背景，这也就是
数学文化的由来。教师在讲授时，为了避免学生觉得数学知识无趣，
在课堂中可以适当的引入一些数学史的趣事来增加学生学习数学
的兴趣。 

五、深度学习的学生学习策略 
（一）准备学习阶段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说不管做任何事，事

先有准备就可以成功， 
否则就会失败.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也需要对学习的知识进行提

前了解和熟悉，才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也就是要提前预习即
将要学习的内容，预习是学生在课前必须进行的准备，无论什么科
目的预习都是很必要的。学生在预习时从教学目标的三个维度出发
要明确知道，本节课要掌握什么知识？解决什么问题？本节课知识
与以前学到的什么内容有联系？有什么联系？学习本节课的知识
需要用什么方法？通过预习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有目的的听课，可以
提高课堂的效率，也可以让学生提前将新旧知识联系，完成知识的
整合。预习可以对本节课的新知识达到预评估的作用。 

学生在预习时除了要完成课前测量表外，教师也应该适当地布
置预习作业，但应注意预习的作业应该扎实，而不应该空泛，要有
一定操作性；应该分层次，而不应该统一，要具有差异性；应该有
联系而不是相互脱节，要起到点拨的作用；应该多样化不应该单一，
要有一定趣味；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要有反馈功能。 

同时，预习作业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是勾画式、提问式、
合作式、活动式、笔记式、表格式等各种形式的作业。预习是教师
“教”和学生“学”之间的一座有效桥梁，并非是空中楼阁.教师在
要求学生完成预习作业的同时，还应期望受到学生在预习时的反
馈，可以是学生在预习的遇到的疑问，也可以是学生在预习时根据
预习内容产生的想法，教师通过学生反馈，及时调整根据课堂预设
安排的课堂活动.从而根据学情设计课堂活动，促进学生的深度学
习。 

（二）知识的获取与加工阶段 
1.合作学习策略 
合作学习就是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而安排的分工明确的互助

性学习。在数学课堂中，有些知识是需要学生探索发现的，这个过
程就需要学生合作探究得到结果。通过合作学习，达到“三人行，
必有我师”的效果，学生在合作时要做到取长补短、扬长避短。学
生通过合作学习明白合作与竞争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要做到在
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力求学生能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2.概念图、思维导图策略 
在新课标中高中数学知识分为五大模块，根据建构主义理论，

学生利用概念图或思维导图对知识进行模块化的总结，可以从整体
上把握知识结构，达到深度学习，同时可以培养自己的知识建构能
力。但在高中数学知识点多且不易记忆，学生在理解不够深入的条
件下，每节课学生对课堂知识的主动总结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可以
从整体上掌握知识，也可以通过总结，反思对本节课的掌握情况。
但是，在真实的课堂中，部分教师自己进行总结，却忽略了学生自
己对本节课的思考，实质上仍然是满堂灌的课堂；部分教师会提问
个别成绩中等层次的学生对本节课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予以补
充。但是，却忽略了个别学生的掌握情况.而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关注
到全班同学，对个别学生的提问会忽略剩余提问不到的学生。所以，
教师应该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在课堂上或者课后自行总
结。根据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理论，通过思维导图等形式，学生将
符号代表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已存在的相关观念建立起了联系，学
生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做到了有意义学习。 

（三）评价阶段 
1.学会反思 
俗话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就是只学习不

思考就会感觉迷茫而无所适从，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疑惑而无所得.
可见，学习和思考是要相互结合的。因此，反思应该贯穿在学习过
程中，课前反思是在预习的基础上将新旧知识进行整合，课后反思
是将课堂所学的知识与旧知识进行建构。同时，回顾课堂的知识，
将不懂的知识进行二次思考,这样可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学生要
养成一种善于反思的习惯，在反思中成长与发展，不断促进自身深
度学习的水平。 

2.关注实际，注重迁移 
在课后评价阶段，学生不仅要通过反思来检验自己对知识的掌

握情况，而且要学会通过已经学到的知识关注到实际中的相关问
题，摒弃高中数学毫无用处的思想。通过关注实际问题，有助于学
生数学建模的核心素养的培养，而核心素养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深度
学习的落实，深度学习强调高阶思维并注重迁移应用。学生做到深
度学习之后，思维也从低阶转变为高阶，知识抽象水平、知识转化
能力和知识非结构化的程度更高，易于灵活地迁移到不同的场景中
去解决实际问题。对于已经掌握知识的练习也可以达到举一反三、
学以致用的效果。 

六、总结 
深度学习是指在教师引导下，学生理解的基础上，将新旧知识

建构，并能将所学的知识可以迁移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在实际教
学中让学生摆脱题海战术，有一定批判思维，通过思维导图等方式
将零碎的知识建构及课后反思，对知识形成新的理解。 

深度学习是实现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深度学习理念是从国外
提出的先进的学习理念，许多教育专家都对深度学习有一定的研
究，也提出了相关的策略。但在具体实施时要结合当地的教育背景
以及具体学情，在以后的教学中，把已经提出的策略运用到实践当
中，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案例，提高策略的可行性，扩大研究案
例的数量，进一步实现高中生数学的深度学习。 

参考文献： 
[1]何玲，黎家厚.促进学生深度学习[J].计算机教与学:现代教

学，2005(5):29-30. 
[2]张浩，吴秀娟.深度学习的内涵及认知理论基础探析[J].

中国电化教育，201 2(10):7-11. 
[3]安富海.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策略研究[J].课程.教材.

教法，2014(11):57-62. 
[4]郭华. 深度学习及其意义[J].课程教材教法,2016(11): 

25-32. 
[5]胡航，董玉琦.技术促进深度学习:“个性化-合作”学习

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J].远程教育杂志, 2017,35(03):48-61. 
[6]朱先东.指向深度学习的数学整体性教学设计[J]数学教育

学报, 2019,28(05):33-36. 
[7]刘晓玫.数学深度学习的教学理解与策略[J].基础教育课

程，2019,8: 33-38. 
[8]郑毓信.“数学深度教学”的理论与实践[J].数学教育学报, 

2019,28(5):24-32. 
[9] 陈华兰.运用学习金字塔理论优化高中数学教学[J].数学

学习与研究,2019(04):22. 
[10]郭元祥.深度学习:本质与理念[J].新教师,2017(07):11-14. 
[11]叶立军，《数学方法论》[M],杭州:科学出版社, 2017，

198-199. 
[12]周怡明.数学思想和方法对数学能力培养的重要性[J].科

教文汇(下刊),2007(06):54. 
[13]杨江峰.浅谈基于深度学习的深度教学[J].教师教育论坛, 

2019,32(1):89. 
作者简介：彭铁牛（1965.11-），男，籍贯广东省揭阳市，

高级经济师，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企业人力资源考评员，
高级企业培训师，SYB/IYB 培训师，MBA 硕士，研究方向：企
业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管理、创业管理。 

李小静（2000.1-），女，籍贯广东省江门市，电子科技大
学中山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2018 级在校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