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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的几个问题 

 什么是深层学习？ 

 深层学习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影响学生采用深层学习的因素是什么？ 

 促进学生采用深层学习的教学策略是什么？ 



一、什么是深层学习？ 

 从一个例子讲起： 

 

           同处同样的数学课堂的两名学生小A和
小B，在最后的期末考试中获得了完全不同
的成绩。小A是优秀，小B仅仅是及格。通
过回溯性访谈的方法，发现差异产生的原
因是两名学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学习方法。 



 小A的方法（回溯性访谈）： 

 

         “我尽力去解答各种类型的题目，试着去弄
清所学的内容和我以前学过的其他内容有什么
关系——以获得一个整体概念……在复习、整
理笔记的时候，我首先去搞懂题目所包含的那
些原理……我不会反复去做同类的题目。在复
习的时候，我会重温学过的东西，再做一做同
样的题目，但我在学习新的东西时，每种类型
的题目，我可能只做一次”。 



 小B的方法（回溯性访谈） 

 

     “   我一般看看概要，必要时背背公式。我
平时做些习题，做做旧的考卷……我一般总
是做一些旧考卷，做很多习题，把公式记
下来，等等，希望考试时能回想起来……我
好想只是在背一些东西，我不知道这样做
好不好。” 



                  深层学习                    浅层学习 

1. 关注知识和信息背后的原理； 
2. 关注知识之间的联系和整体
结构； 

3. 以理解为主要方法； 
4. 具有对自身学习的监控和元
认知特征（如会思考如何学
习更有效）； 
 

 1. 关注知识和信息本身； 
 
 2. 不关注知识联系，更关注孤
立的知识点； 
 3. 以背记为主要方法；  
 4. 缺乏对自身学习的必要的自
我监控和元认知特征（往往大
量做题，却不知如何更有效地
做题）； 



 所谓深层学习，就是大学生以理解知识、
发展自身的能力为动机，通过关注知识背
后的原理、关注知识之间的联系，有效地
监控和反思自身学习效果的一种学习方法。 

 

 它包含深层学习的动机和策略两个方面。 

 

 

 

 

 

 



大学生学习方法研究的基本发展谱系 



SPQ问卷 





得分的赋值和计算 



二、深层学习的基本特点 

 把观念与先有知识和观念联系起来； 

 寻找模式和潜藏的原理； 

 小心地、批判性地检验逻辑和论点； 

 记忆那些对理解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学习的过程中监控理解； 

 

 

 



特点一：建立观念与已有知识的联系 

 美国教育家奥苏泊尔说，“教育规律中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知道学生究竟知道了什
么”。 

 

 教育的根本，在于帮助学生实现基于自身
知识经验的一种建构。 

 

 例如，在讲《中国书画鉴赏》这门课时，
如何让学生欣赏一幅中国书法？ 

 

 



 教法一：老师介绍一下这幅画的基本背景，甚
至介绍这幅书法作品的奇闻异事，谈谈这幅书
法作品好在哪里等等。 
 

 教法二：老师让学生从自己的角度谈谈对这幅
作品的感受，可以从任何的视角去分析这幅作
品的价值，然后老师在同学们分析的基础上总
结中国书法欣赏的要点所在。 
 

 你们觉得，哪种教法体现了“观念与学生已有
经验的结合”？ 



特点二：寻找潜藏的模式和原理 

 人类学习的研究表明，试图建构模式是人类学习的本质特征；
大脑总是通过模式的建构去认识和理解事物。 
 

 专家和新手的比较也发现，专家总是能从整体模式的角度去解
读具体的情境。 
 

 在讲解一篇篇英文论文的基础上，能否使学生看到理解一篇英
文篇目的基本框架、原理和思路？ 
 

 讲解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时候，能否让学生领会各种思考产
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在讲解各种公式、理论的时候，能否使学生理解这些公式、理
论之间的深层联系，明白这些公式、理论究竟是为了解决什么
样的问题而产生的？ 



特点三：小心地、批判性地检验逻
辑和论点 

 处于深度学习状态的学生，会更加审慎地理解
和检视每个命题、观点，试图更加明白无误地
掌握它。 
 

 这其实意味着，当学生提出不解的疑惑时，恰
恰是其进入到深层的学习过程之中了。 
 

 当一个老师说，“革命意味着一种新的更好的
社会秩序的建立，意味着国家的进步”，一个
同学问道，“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就是革命的历
史，但中国的社会秩序始终没有进步呢？” 



特点四：记忆那些对理解非常重要
的内容 

 记忆不一定就是浅层学习，通过背记达到理解，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深层学习模式。 
 

 必要的背记，为学习者理解提供了基本的养分，
但前提是，让学生背记的东西必须要成为后续
理解和生成原理、框架和思想的基础。否则，
这些记忆的东西将很快遗忘。 
 

 比如，一些基本数学符号的记忆，一些基本单
词和语法的记忆，一些基本历史年谱的记忆。 



特点五：在学习的过程中监控理解 

 深层学习本质上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学习
者因其自身的关注和投入，所以深层学习
者往往会经常自我反思和审视自身的学习
状态，并为了达成理解而不断调节自身的
学习步调。 



三、影响学生采用深层学习的因素 

 大量的中外研究表明，影响学生采用深层
学习的因素主要是两类：一是学生对教师
教学情境的感知；二是学生先有的学习观
念、知识观念和学习基础。但前者的影响
更大、更显著。 



约翰· 比格斯（John Biggs)的研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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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斯的学习结果分类研究 



学习方法与学习结果之间关系的研究 
 学习的层级越高，说明学习的结果越好。在SOLO模
型的众多研究应用中，范·罗苏姆和申克（Van 
Rossum & Schenk,1984）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他们
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方法与SOLO结果之间存在
着强烈的相关性。在他们的实验中，34个使用了深
层学习法的学生中有27人获得了关联结构或延伸性
抽象的学习结果，而在35名使用浅层学习法的学生
中无一人超过多元结构的学习结果。恰如拉姆斯登等
曾对SOLO所做的如下解析，“在第三层级和第四层
级之间存在着一条主要的分界线，在第四层级和第五
层级，学习者的回答意味着一种深度的理解和高质量
的学习结果，它们表明学习者能把所学材料的各个部
分整合起来并加以结构化” 。 
 



     特里戈威尔获得了与比格斯几乎相同的结论，
情境感知影响学习方法、学习方法进而影响学
习结果。 



Ramsden对课程体验和学习方法之间
关系的研究（1997） 



南京大学嵇艳（2013）的发现 

 “感知课程强调记忆”与“表层学习或机械
学习”的相关系数是0.387（ p<0.001）； 

 “感知课程具有较大的负担”与“表层学习
或机械学习”的相关系数是0.256（ p<0.001） 

  “感知老师具有良好的教学技能”与“表层
学习或机械学习”的相关系数是-0.194
（ p<0.001） 



 总的来说，什么样的情境感知最有利于学生采用深层学习方
法呢？ 

 

 清晰的教学目标； 

 适当的学习负荷； 

 教学的讲授和组织水平； 

 及时反馈和有效反馈； 

 知识呈现的清晰和结构化。 

 

                                                                        （John Bigg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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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问卷：课程经验问卷 

 The 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P. Ramsden) 
 •Designed as a performance indicator 
 •24 statements relating to 5 aspects 
 •1 overall satisfaction statement 
 •Research-based 
 •Drawn from statements made by students in interviews 
 •Students with positive responses take a deep approach 
 该问卷主要用于测量学生对学习情境的感知，对课堂授
课情况的感受。 
 













四、促进学生采用深层学习方法的
教学策略 

 1. 每门课、每个单元、每节课尽量事先阐明
学习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2. 尽可能了解学生的认知起点在哪里，这个
认知起点就是教学的起点； 

 3. 采用更多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方法，如讨论
法、小组合作法、问题解决法等，这既是调
动学生深层经验的方法，也是了解学生认知
起点的方法，更是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方法。 







 更加开放的、基于学生经验的、互动的学
习和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能力发展、教学
感知、思维培养影响更大，但如何让这种
互动的模式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契合学生
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挖掘！ 



 4. 适时的评价和反馈非常重要，一旦学生
无法得到老师及时的评价与反馈，学习的
懈怠心理将不可避免。 

 

 方式有两种：课堂上的反馈与评价；课后
的反馈与评价。 



 5.  对于南京大学的学生来说，知识本身并不是
十分重要了，如何通过知识“转识成智”是每
个老师心中应当秉持的深深信念，并时刻提醒
和反思自身的教学活动。 

 

 爱因斯坦说：“关于‘是什么’的知识无法打
开‘应该是什么’的大门”。“今天学校里传
授的大多是‘不是知识的知识’（仅仅是‘信
息’），与以思考、理智、判断为特点的‘智
识’相去甚远”。 



讨论的问题： 
 

 1. 请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谈谈基于自身学科
的深层学习的内涵或特征是什么？ 

 

 2. 请结合自己的学科特点和教学经历，谈谈促
进学生深层学习的教学策略有哪些？或者，可
以构想一下，利用今天的工作坊内容，有什么
样的好的教学研究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