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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学习与日常教学

◆ （一）初识深度学习理论
◆ （二）学习深度学习理论
◆ （三）运用深度学习理论



一、深度学习与日常教学
（一）初识深度学习理论



一、深度学习与日常教学
（二）学习深度学习理论

◆刘月霞、郭华《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理论普及读本）》
◆尤小平、崔允漷《学历案与深度学习》
◆钟启泉，崔允漷《核心素养与教学改革》
◆钟启泉《深度学习》
◆杰伊·麦克泰《为深度学习而教：促进学生参与意义建构的思维工具》
◆詹姆斯·A·贝兰卡《深度学习：超越21世纪技能（21世纪人类学习的革命）》

◆系列期刊论文



一、深度学习与日常教学
（三）运用深度学习理论

◆听评课

《深度学习呼唤什么样的问题》 《U型教学设计助力U型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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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学习与日常教学
（三）运用深度学习理论



还原与下沉

举例：大家辨析下面这两个教学实录中，《狼》的起始环
节，是否在“还原与下沉”呢？

“还原”是一个溯源的过程，它“将书本知识还原，还原为‘儿童有效率的习惯’，还原为‘经验’，
还原的过程即知识的‘下沉’过程。‘下沉’环节是对知识进行表征化、表象化和具象化的过程。‘下
沉’一方面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的背景和现象，另一方面有助于建立起书本知识与学生个人经验的关联
性，从而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性。”——郭元祥《论深度教学：源起、基础与理念》



请大家辨析下面这两个教学实录节选，想想例1与例2 是否在“还原与下沉”呢？

例1：
（一）导入并简介作家作品：
1、清朝时有这样一位小说家，他一生热衷科举，却始终不得志，于是他在路边摆起
茶烟摊，向过路人搜集奇闻怪事，整理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计491篇，约40
余万字。被后世广为流传。书中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拟人化、社会化，以充
分表达其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他就是
2、（投影屏1，展示作者、作品）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清朝山东淄川人。“聊斋”是他的书屋名，
“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投影屏2，展示故居、评价）
郭沫若先生曾为蒲氏故居题联，赞蒲氏著作“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
分”；老舍也评价过蒲氏“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3、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其中的名篇《狼》，看看一个屠夫和两只狼相遇后命运如何？



例2：
师：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文是蒲松龄的《狼》。现在，请你们说说我们这节课学习什么，
但是不要重复刚才老师的话。
生：这节课上的是《狼》，蒲松龄写的。
师：这是重复老师的，只是颠倒了字。
生：今天我们上的是两只狼与一个屠户较劲的故事。
师：还有文体的角度呢？或者其他的角度，都可以说。
生：今天我们上的是蒲松龄写的文言文《狼》。
师：文言文，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什么？
生：今天我们上的是选自《聊斋志异》的课文《狼》。
师：从故事情节或者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生：今天我们阅读的是两只狼与一个屠户搏斗的精彩情景。
师：欣赏这样一个情景。还有，这是一篇短篇小说对不对？《聊斋志异》是小说故事
集。再从文章结构来看，我们学的是……
生：一篇按照事情发展顺序写的文言文。
师：请大家读一读课文。

请大家辨析下面这两个教学实录节选，想想例1与例2 是否在“还原与下沉”呢？



“U”型”的底部是学生对知识进行‘自我加工’的过程，是对知识进行理解、对话、

体验与探究的过程。从学习过程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来看，‘自我加工’环节是最复杂、

最深刻的。”U型的底部能否筑牢，直接关系到上浮的内容是否有效。

体验与探究



体验与探究

例：
第一个任务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如下：
１.请同学们进行联想，写出含“狼”的成语。
２.理解下面四组字词。
标出拼音：窘（ ）倚（ ）瞑（ ）隧（ ）
指出含义：丘（ ）犬（ ）洞（ ）隧（ ）
区别词义：去（ ）股（ ）盖（ ）耳（ ）
解释意思：少时（ ） 顷刻（ ） 变诈（ ） 几何（ ）
３.辨析下面多义词的意思。
目似瞑意（ ） 暇甚意 （ ）
恐前后受其敌（ ） 盖以诱敌（ ）
４.写出下面一句话的意思，说明它在文中的作用——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第二个任务是：师生诵读品评（屏显）。分三步走：第一步，从屠户的角度评点段落内容；第二步，从狼的角度
评点段落内容；第三步，从语言的角度评点段落内容。评点内容放在前四段“叙”这一部分。我们这样做：大家
读第一段，然后停下来，这个时候应该有个同学起来说：“这一段的大意是……”或“这一段的作用是……”



反思与上浮

“‘上浮’，即反思性思维的过程。经过反思性思维，将经过‘自我加工’的书本知识进行个
人意义的升华和表达，书本知识才真正变成学生自己理解的东西，即所谓‘个人知识’，
是对书本知识的个人化理解、自我建构并获得知识的意义增值。”—— 郭元祥《论深度
教学：源起、基础与理念》

结构性知识是指规范的、拥有内在的逻辑系统的、从多种情境中抽象出
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反思与上浮

举例：《白杨礼赞》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目标”
师1：理解白杨树的象征意义
师2：通过这一课的学习，掌握“打开天窗法”的阅读
方法。



二、论文内容简要分析

深度学习视域下教师的四种角色

——从钱梦龙《愚公移山》课例中获得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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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特征之一便是“身心的沉浸性”

让学生自己经历发现问题、激活经验、
发现规律、认知冲突、信息重组的过程

深度学习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思维的纵向运动。

“嵌入式”评价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