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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浪潮下的课程应变 
◆黄志勤 

（广东海洋大学寸金学院  524000） 

 
摘要：在深度学习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系统分析我国学校课程所

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探求课程的应变方向，对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发

展，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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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从我国教育历史来看，古代先贤提出过有关“深度学习”理

念。比如，《理窟•学大原上》“书多阅而好忘者，只是理未精耳，
理精则须记了无去处也。”朱熹就曾说：“读书无疑须有疑，有疑
定要求无疑。无疑本自有疑始，有疑方能达无疑。”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由瑞典哥德堡大学 FerenceMarton 等人基于学习本质的
层级理论提出深度学习 (Deep Learning) 一词[1]具体来讲“深度学
习是一种基于理解的学习，是指学习者以高阶思维的发展和实际
问题的解决为目标，以整合的知识为内容，积极主动地、批判性
地学习新的知识和思想，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且能
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的一种学习”[2]有人曾提出这样
的教育驳论：用以前的知识给现在的人学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岂
不是滑稽？但深度学习与机械学习的最大区别在于能动性，它能
够在理解前期知识的基础上，利用高阶思维并结合实际性问题，
融合成新的知识和认知结构，进而迁移到后期的场景中去解决问
题。正如新时代精神对人的基本要求是：“能在多样，变幻的社
会风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坚持自己追求的人，需要靠这样的新
人来创造未来”[3]深度学习能力的培养已然成为当代人才培养的
核心环节！ 

“课程是由一定的育人目标、特定的知识经验和预期的学习
活动方式构成的一种动态的教育存在”[4]它与深度学习能力的培
养息息相关。以下主要介绍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 

分科课程，是我国最为常见且历史久远的课程“是根据各级
各类学校培养目标和科学发展水平，从各门科学中选择出适合一
定年龄阶段学生发展水平的知识，组成各种不同的教学科目。这
种课程是预先安排的”[5]有助于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地获取系统，
科学，严密的知识体系，提高教师教学效率，方便教学评价。我
国中小学生在这样课程的学习下，其基本功之扎实，是世界上少
有的，为国家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专业人才。但过分注重从单一的
纵向知识进行传授，阻碍了学生发散，创造思维的培养，甚至会
将许多新奇智慧扼杀于摇篮之中，严重忽视了学生本身的认知结
构，当代社会的生活经验，并不利于有意义学习的产生。“所谓
有意义学习，是指在学习过程，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能够与学习
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如表象，有意义的符合、概念或
命题等）建立实质性的、非人为的联系”[6]现代社会更迫切需要
的是一种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综合应用型人才，未来知识的执行
者或许将由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大小将成为极
其重要的人才标准。最终学习成果的检验，并不是看你考试分数，
而是看你分享了什么？建构了什么？创造了什么？ 

综合课程，是后期逐渐兴起的一种课程，一般见于重点中小
学。“是一种以对学校课程内容进行统整为特点的课程类型，是
将具有内在逻辑或价值关联的原有分科课程内容以及其他形式
的课程内容统整在一起，旨在消除各类知识之间的界限，使学生
形成关于世界的整体性认识和全息观念，并养成深刻理解和灵活
运用知识综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的一种课程”[7]力求知识间的
综合，培养学生知识迁移，重组能力，提升未来职业需求的挑战
能力；课程内容的选取贴近社会生活经验也“只有以学生的生活
体验为课程内容选择的基点,使学科知识贴近学生的生活体验,将

学科知识的逻辑表达方式转变为学生可以感知和理解的经验表
达方式,学科知识才能与学生产生意义关联”[8]以复合型的高素质
人才为培养目标，优化人才结构，激发人才活力，更符合当代中
国社会对人才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然而，该课程最大的缺
陷就是很难全面，具体地实施：一，教材的编写难度大。如何将
具有内在逻辑或价值关联的知识综合在一起？如何把握好知识
综合的难度和广度？二，师资力量的培养。传统教师按照单一学
科训练来培养，很难去胜任综合式的教学。三，学生能否转变和
接受综合课程的挑战？没有分科所学的知识，就去综合知识，很
有可能会综合不起来。四，如何协调综合课程与当今的应试教育
的矛盾？考试分数依然很重要，它是衡量一个学生升学的重要依
据。五，社会对综合课程的认可度，以及实施的成果量。六，打
破原有的知识界限，追求知识的融合，可能会损坏，丢失部分经
典知识，甚至破坏知识世界的整体图景。 

如何权衡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利弊，以适应深度学习的浪
潮？“最根本的措施之一，就是用综合化的思想改革现行的分科
教学，即在坚持分科教学纵向结构体系的前提下“搭桥填沟”，
加强相邻学科内容的横向联系，用相邻学科的知识，方法和观点
丰富，深化，发展本学科的内容”[9]再具体来讲，笔者认为应注
意以下三方面： 

一，分阶段，地域逐步实行。优先从基础阶段开始，因为此
阶段所学的学科知识较浅，教材的编制，师资的培养难度较低；
学生认知结构尚且不完善，身心发展尚且不成熟，具有较大的可
塑性与转变性；优先从发达城市，设立实验点，评价实验效果。 

二，采用“主题+学科知识”的形式进行。预先确定主题内
容、设定信息资源、提供自主合作的方案；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
据辅助助手取得学习情况的统一报告，梳理出一个个系统的知识
体系进行讲解；尤其应“采用形成性评价机制, 围绕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合作学习中的具体表现、知识建构状况等方面进行评
价”。[10] 

三，在统一的综合课程基础上，应根据每个学生的性别、人
格、认知、智能差异，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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