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最早由美国学者弗

伦斯·马顿（Ference Marton）和罗杰·萨尔乔（Roger 

Saljo）于1976年提出，因其明晰了学生是教学中的主

体，引导教师从教转向学，逐渐成为课程改革的高频

词。综观国内外学者对深度学习的概念及特征的研究，

不难发现，有关深度学习的探索既有时代背景下的共

性认识，也反映了各国对教育的不同理解与追求。

近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基于学生

学习基础、学习方式的差异性，探索适合不同学生

的教学方式，如项目式学习、文史哲联合教学等。为

进一步提升教学适应性，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

养目标，我们在理论研究与文献梳理的基础上，结

合校情、学情，提出了学校视域下深度学习的校本

概念、课堂教学特征和评价指标，以指导教师依据

学科特点，聚焦学情、课程标准和教材，形成指向深

度学习的教学策略。 

一、“三深”：对深度学习的校本理解

弗伦斯·马顿和罗杰·萨尔乔在《学习的本

质区别-1：结果和过程》一文中认为，和浅层学习

（Surface Learning）相比，深度学习是一种更高的思

维层次的学习，能“概述”和“关联”。美国休利特

基金会芭芭拉·乔（Barbara Chow）提出，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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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运用一系列高阶技能来掌握严谨学术内容

的能力。[1]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的深度学习

界定委员会（Committee on Defining Deep Learning）

认为，深度学习包含个体发展认知素养、人际素养

和内向素养，是一个逐步能够将某一情境中所学知

识运用在新情境中（亦即迁移）的过程。[2]我国学

者何玲和黎加厚认为，深度学习的内涵体现为“理

解与批判”“联系与构建”“迁移与应用”等。[3]段

金菊和余胜泉在深度学习的研究中将“分析”“评

价”“创新”等作为深度学习的目标，并指出深度学

习是一种高水平思维能力（反思、元认知）。[4]刘月

霞和郭华认为，深度学习者应具有“批判思维”和

“创造思维”。[5]综上可知，实现高阶思维发展是深

度学习的核心内涵。

基于上述深度学习的文献研究以及对学习要素

的解构，我们结合学情分析，提出了深度学习的校

本理解—深度学习是学生学习的深度参与（学习

过程）、深度认知（学习对象）和深度发展（学习效

果），即“三深”。三个维度指向学生学习的三个要

素，即学习过程的参与程度、对学习对象的认知程

度以及学习后的发展程度。具体来说，“深度参与”

表现为学生积极主动的情感投入、独立深入思考的

思维层次以及互动合作的课堂关系，这一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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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深度认知”指向学

生高阶思维发展，是学生主动构建结构化的知识体

系，理解学科本质及思想，以及面对新情境下的问

题应具备的分析与决策能力，这一维度的核心是促

进学生高阶思维发展。“深度发展”则围绕学习效

果展开，指学生有能力、有意愿做正确的事情。学生

通过学科学习，实现从“学会”到“会学”的转变，

形成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并能付诸

实践，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践行者。

二、“四有”：深度学习教学的基本特征

深度学习指向学生，需要通过教师去引导而

实现。我们通过梳理国内9个学科的32篇文献后发

现，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通过教学实践探索，提出

了实施单元教学、建设大任务教学主题、建构知识

体系、给予直接体验、创设丰富情境、基于真实问

题、搭建问题支架、创设认知冲突、开展“教-学-

评”一体化实践等深度学习教学策略。综合国内外

的研究可以看出，学生深度学习的实现，首先需要

教育者进行深度学习，需要教师更新观念、重塑课

堂教学设计与评价及对教学内容进行再开发。

基于深度学习教学的已有研究，结合学校教学

实践，我们进一步概括提炼出深度学习教学的“四

有”基本特征，即有综合性主题、真实性情境、挑战

性任务、创造性迁移。

1. 有综合性主题

“联想与结构”是深度学习的特征之一，是调

动学生以往的经验参与当下的学习，结构性地关联

经验与学习内容，发展学生记忆、理解、关联能力以

及系统化的思维力。[6]“联想与结构”强调教师对学

生学习内容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但在现实教学中还

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很多教师只重

视单个具体概念的分解、深度解析，而缺少概念间

的联系以及解决问题的思维路径的结构化设计。

基于此，我们强调主题的综合性，强调单元设

计、项目设计、社会性议题等综合性主题教学。综合

性的主题包含系列化的挑战性的学习活动（任务），

保障学生对学习主题的完整理解，克服学习内容的

割裂和碎片化。主题以大概念为引领，要求教师主动

挖掘课程标准和教材对学生的引领作用，把客观的

教学内容、学生的主动学习以及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的教学方式有机融合，提供有助于学生建立新旧知

识之间、知识与方法之间、知识与生活之间联系的

结构化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形成解决问题的思维路

径。综合性的主题有利于学生在问题解决中构建结

构化知识体系，建立概念间的联系，形成解决综合

性问题的思维路径，实现深度认知和深度发展。

2. 有真实性情境

“本质与变式”是深度学习的特征之一，学生

基于对系统变异的学习材料的加工把握学科本质

（包括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过程），进而演化

出更多变式。[7]这一特征强调教师要深刻理解教学

内容，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和学习材料实现从

教转向学。近年来，课堂上虽越来越多地引入情境，

但是也存在引入不当的情况，很多情境的创设脱离

生活实际，难以给学生带来真实体验。

基于此，我们强调情境的真实性，认为情境设计

应贴近学生生活，要在现实生活、生产、科研和学生

已有经验中挖掘情境资源，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手

段创设情境，运用大数据对情境进行分析。基于真实

情境的问题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深度参与，其开放性

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认知发展，培养高阶思维能力。教

师应在基于真实情境的问题解决中引导学生辩证思

考，树立正确价值观，实现辩证思维的深度发展。

3. 有挑战性任务

“活动与体验”是深度学习的根本特征，这一

特征强调学生作为主体的主动地位，强调让学习真

正发生。[8]教师要充分认识学生的主体地位，考虑

学生的情感需求、认知需求和发展需求，设计能让

学生全身心沉浸其中的学习活动。虽然很多教师都

在设计学习任务、开展实践活动，但由于有些任务

难度过大，课时紧张，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以自己的

思考替代学生的思考；或是有些任务难度不够，学

生因缺乏兴趣而导致被动学习。

基于此，我们强调设计有挑战性的任务。教师

可基于学情、教学目标设计主题单元任务。既要有

大任务，也要把大任务拆解为若干个小任务进行课

时教学，并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及时调整任务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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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任务解决中注重学生实践、思维外显与逻辑

表达。挑战性的任务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现学生从“不会”到“会”、从“会”到“卓越”的

认知升级。

4. 有创造性迁移

“迁移与创造”是深度学习的特征之一，是学

生内化学习内容后的外化表现及创造性表达，强调

学习环境与氛围的开放性。[9]这一特征需要教师创

设适当的活动与机会，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实践转

化和综合应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形成积极的

社会性情感、态度与责任意识。然而在实际中，我们

看到有些课堂教学强调的是通过解题、做题巩固所

学知识，缺少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导致学生无法有

效运用知识，实现举一反三。

为此，我们强调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

实现知识的创造性迁移。教师可通过设计真实的、

开放的情境，引导学生通过知识的深入实践与灵活

运用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实践性的问题具有创造性

价值和引领作用，体现了“实践-认识-反思-再实

践”的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高阶思维的培养和实

践能力的提升。

三、“双层”：建构指向深度学习的评价体系

基于对深度学习的“三深”校本概念与“四

有”教学特征的认识，我们从学与教的不同视角，构

建了指向深度学习的评价指标（见表1）。评价包括

“学生学习”和“教学设计与实施”两个层面。

在学生学习层面，我们实施指向深度学习的表

现性评价，将深度参与、深度认知、深度发展三项

指标进一步分解和细化。在“深度参与”方面，重点

评价学生的情感投入程度，思维自主性和独立性，

课堂上师生、生生关系是否融洽，是否营造了“高

挑战、低威胁”的教与学的环境；在“深度认知”方

面，重点评价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图谱，在深度理解

的基础上寻求问题解决路径，完成在新的情境下运

用学科核心概念进行分析与决策的能力；在“深度

发展”方面，重点评价学生是否学会学习、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和能够自觉地、正确地做事。

在教学设计与实施层面，我们从主题、情境、

任务、迁移四个维度设计评价指标。其中，综合性

主题维度主要评价概念联系结构化和问题解决路

径结构化，真实性情境维度主要评价强调情境素材

的典型性和贯穿性，挑战性任务维度主要评价任务

适应性和对任务解决的反思性，创造性迁移维度主

要评价迁移素材的开放性和对学生发展的价值性。

在学校视域下理解和审视深度学习，首先，要

明晰深度学习之“深”，并不在程度，而在性质，[10]

要强调学生立场，关注学习的主体—学生。其次，

要强调教师在深度学习中的引导作用，教学设计与

实施要致力于活跃学生的思想、意识、情感，用挑战

性任务、真实性情境把学生带入课堂，用综合性主

题、创造性迁移带领学生建立系统结构，理解学科

本质，应用核心概念进行问题解决。最后，要与全

体教师达成共识，构建和提炼集体愿景，这对教学

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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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与实施

综合性
主题

概念联系结构化
问题解决路径结构化

真实性
情境

素材典型性
素材贯穿性

挑战性
任务

任务适应性
对任务解决的反思性

创造性
迁移

开放性
价值性

学生学习

深度
参与

情感投入
思维自主性和
独立性
课堂关系

深度
认知

自主构建
深度理解
分析决策

深度
发展

学会学习
正确价值观
自觉践行

表 1：指向深度学习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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