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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课改要求不断改变，高校课程中的教学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

看，多数高校的教学中还存在教学内容浅表化的现象，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没有深入到学生的内心当中，学生只

是了解所学的基础知识，而没有对于学习内容具有深刻的了解。深度学习是一种改善学生学习效果以及提高学生学习能

力的重要教学方式，因此教师应该从深度学习的角度来开展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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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requirements change, the teaching mode has taken place in university curriculum, also obtained 

certain results but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most of the university teaching superficial teaching content, teacher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is not deep into the middle of students' heart, students just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without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content.Deep learning is an important teaching method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ability, so teachers should carry out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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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过深度教学可以使得学生能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自

主进行探索，并且发挥自己的思维能力，根据教师的指导来探讨学

习内容。在实际的课堂中，教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以及学生

对于基础知识掌握的情况来有针对性的从深度学习的视角下，进行

教学方法的安排以及教学目标的制定。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于学

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以及在课堂中融入情感教育的方式，使得学生对

于知识的学习不再是浅表性的学习，而是能够深入其中，领悟其精

髓。 

1  有关深度学习视角下高校课堂教学现状研究背景 

从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学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

中只将教学内容停留于浅表部分，学生在课堂中则是被动的知识灌

输，而没有进行独立的思考。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无法灵活地对所学知识进行运用，也无法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

身的各项能力。尽管部分高校在课程的开设中注重课外知识的拓展

以及拓宽学生的视野，但是教学目的仅停留在提高学生的知识能

力，扩充学生的知识储备，而忽略了学生真正接受知识，利用知识

的能力。不仅如此，在进行深度学习视角下课堂的改革的过程中，

教师还应该注意避免教学过程中出现形式化的现象。 
思考如何有效开展课程以及如何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是

教育工作者一直不断追求的目标。教师的教育，学生的学在某种程

度上应该保持相对的一致，才能够使得课堂的效率大大提升。但是

在目前许多高校的课堂当中，无论是教师的教或是学生的学，都存

在着一些问题，使得高校课堂中的深度学习无法开展，教学一方面

注重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学生各项能力

的提高。开展有关深度学习视角下高校课堂教学现状研究，对高校

课堂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于现状的研究来总结在当下课堂

中出现的问题，从而使得教育工作者能够根据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

解决对策。 

2  深度学习视角下高校课堂教学现状 

2.1  教学方法选取不当 

在当下许多高校课堂中，许多教师并不注重对学生各项综合能

力的培养，而是只注重学生专业科目的学习。这种教学方式是由传

统的思想所导致的，无法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在课堂中，教

师只负责将课本内容的知识在课堂中原封不动的讲述给学生，从而

帮助学生达到知识水平的提高，没有从更加深层次的方面来为学生

剖析知识之间的联系，以及帮助学生建立有效的知识体系。长此以

往，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学生就会对于学习不加以思考，只根据

教师的讲述来进行枯燥的知识记忆，从而抑制了自身的自主探索能

力以及对知识的思考能力。不仅如此，由于大学课程的科目所含内

容较多，一些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取方面也不够精炼，使得课堂容

量较大，学生难以在课堂中提高对于知识学习的兴趣。因此，这就

要求教师在进行备课的过程中，根据课程内容进行精心的设计，并

且结合现代化的手段以及学生的基础知识来制定合理的教学方式，

使得学生能够在快乐中学习到更多知识。 
2.2  教学手段相对落后 

面对发展迅速的现代化设备，高校中一些年龄较大的教师难以

利用信息技术对教学手段进行更新，导致在一些科目的教学中，教

学手段相对落后，教学效果也无法得到显著的成效。不仅如此，由

于资金或资源的问题，学校在进行教学设备的建设过程中没有达到

要求，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学习效率，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由于外在原因而存在的困难。除此之外，在教

学管理方面，部分教师的教学手段无法与现代的教育方式相融合，

导致课堂中出现纪律较差的情况。在大学的课堂中，可能会存在学

生迟到、说话、睡觉、玩手机等现象。如果教师在课堂中不能建立

有效的管理政策，就会使得课堂距离混乱，无法为学生建立一个适

合的学习环境。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高校师生比依然持高不下，

这就会导致在一些高校中教师担任许多不同的科目或教授的班级

较多，许多教师不得不超负荷的工作，由于教师的精力有限，在进

行教学方式的创新方面难以有更多的精力去探索。 

3  研究深度学习视角下高校课堂教学现状的意义 

3.1  挖掘知识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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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课堂的教学中，教师为了突出教学重点，而将教学中的

重点知识来通过总结成知识点的形式在课上为学生讲授。在这种教

学方法中，教师可能会忽略将课程中的重点知识与学生生活相联系

的情况，从而导致学生对于知识点的学习效率低下。在深度学习视

角下开展高效课堂，就要求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来找到所学知识与生

活之间的联系，使得学生能够通过这种联系来将所学的知识更好地

运用到生活当中，也能够提高学生对于这门科目学习的自信心。在

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应该注重在布置教学任务时，应该

为学生布置整体的任务来要求学生进行完成，而学生在进行解决的

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想法来将整体的任务划分

成小部分的任务来进行逐一的解决，从而避免学生在学习中只根据

课本内容进行浅表学习的现象。 
3.2  关注学生的发展 

在进行深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首先应该注重学生的发展，只有

对于学生的发展有着足够的认识，才能够在今后的教学中发现存在

的问题并及时对教学问题进行改正。这就要求教师避免只注重学生

对课程知识的学习，而应该根据学生对于知识内容的学习，从而来

培养学生的各项能力，为学生今后进入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学

生的大学阶段发展中，教师应该提高学生的各项核心素养，使得学

生在不同方面都能够得到显著提高，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动手能

力，都能够得到协调的发展。在利用深度学习的视角开展高效课堂

的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对于重难点的讲解，在课堂开始以前进行

积极的准备，将重难点转化为学生易于理解的方式为学生进行讲

解，使得学生能够轻松地理解重点知识，并且引导学生参与探讨过

程，使得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更加感兴趣，也能够使得学生更加积极

的融入到课堂当中。 

4  深度学习视角下提高高校课堂效率的策略 

4.1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索 

深度课堂要求学生能够更加深入的参与到课堂当中，并且对于

知识进行深入的探索以及深入的理解，而不是在于一味的拓宽教学

知识内容的深度与难度。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对于

知识深层次的把握和理解，培养学生对于知识进行探索和学习的兴

趣，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仅如此，

教师可以在深入课堂的开展中，利用不同的教学方式来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进行讲解，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自身的能力来选择合适的学习

方式进行知识的探索。 
例如，教师在进行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可以与学生之间建立合

作者的关系来使得学生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课堂当中，并且能够

与教师一同探索知识，使得课堂效率大大提高。教师在进行教学的

过程中，应该转变教学观念，将传统课堂上的知识讲授给学生的观

念，转变为关注学生在进行知识学习的过程中，对于知识的掌握情

况以及对于自身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引导学生发掘自身的学习

目标的过程中，也是对于学生自身能力的一种挖掘，使得学生在进

行学习时，不仅是将学习重点放在关于知识内容的学习上，而是将

学习重点放在对于自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上。 

4.2  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深度教学 

众所周知，在开展深度教学的过程中，如果沿用传统的教学方

式，教师只负责将课本中的内容传输给学生，就会使得的深度教学

无法开展，使得教学的内容依然留在浅表部分。这就要求教师应该

不断丰富教学方式，使得学生能够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来深层次的

挖掘科目学习的内容。在进行深度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情

感教学的方式，使得学生能够更好的融入课堂，教师在教学时应该

具有创造情景的能力，使得学生在情景教学中能够在课堂中融入自

己的感情，从而挖掘到更深层次的知识内容。 
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与教学内容结合利

用情感教学来进行情景创设的方式来开展课堂。深度教学的要求，

不仅是要求教师能够完成课本的知识以及不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还要求教师能够深入挖掘学生的情感，使得学生能够在情感中学

习。这就要求教师在进行课程准备的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通过

互联网来搜集到更多与所学知识内容相关的情景，学生在课堂的学

习中能够专注。不仅如此，在进行实际教学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出

现一部分知识无法结合情景的情况，这就要求教师来发掘新旧知识

之间的联系，使得学生可以通过知识之间的联系来探索知识内容的

深度。 
4.3  增加课堂中的情感投入 

深度教学课堂中，教师应当注重与学生之间的深度情感交流，

采用令人有所感触的故事或语言来进行课堂的开展，通过自身的讲

课热情以及对于知识内容激情的描绘来引发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

以及对于课堂的激情。从而帮助学生通过在课堂上的热情与投入，

与课本上的知识产生更加强烈的共鸣。知识是符号化的表达方式，

只有在知识的学习中融入感情，才能够使得知识活起来，并且使得

学生在生活中能够将知识利用起来。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以及发

现学生的情感规律，能够使得教学效果更加明显，也能够使得学生

对于知识的学习更加感兴趣。 
例如，教师在进行深度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深入了解学生的内

心，重视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从而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使得课堂

气氛更加融洽。首先进入学生内心的重要一步是了解学生的苦恼，

对于学生的苦恼进行深入的了解，才可以帮助学生解决成长中出现

的问题，也能使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能够乘风破浪、披荆斩

棘。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该重视情感教学对于学生学

习的动力，重视情感因素对于学生学习过程中带来的影响和帮助。 

5  结语 

通过对于高校教学情况以及课堂效率进行研究发现，当下高校

教育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推进深入教学的过程中，教学

方法依然不够完善。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

基础以及各项能力发展为学生制定合理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能够

在课堂上进行深入的学习与思考，从而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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