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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迁移的教学设计程@与方法。
（二）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小学课堂实践
深度学习指学习者在主动理解学习内容的基础

上，批判性地学习新知识、新观念并纳入原有认知结
构，在新的问题情境中迁移应用，作出决策和解决问
题的学习[4]。 目前国内外关于基于深度学习的中小学
实践应用主要集中在开展教学设计、 构建教学模式、
进行教学实践与实施效果评价等方面。 如计宇等通过
分析小学$文教学的现状，构建促进深度学习的小学
$文教学设计方法[5]。谢杰妹基于初中科学课程实践，
构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6]。 吉<等基于初
中数学课程，通过推理、联系等环节开展深度教学实
践[7]。 庞敬文等通过分析智慧课堂支持深度学习的应
用特点，采用0家评判法构建深度学习视角下的小学
智慧课堂评价指标体系[8]。综上所述，基于深度学习的
中小学课堂实践已逐渐从传统课堂教学向智能技术
支持的实践应用发展。 如何在智能时代开展基于深度
学习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成为有待探讨的问题。

（三）智能技术及其在中小学的应用
在智能时代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驱动下，第五代

移动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智能技
术加速发展，并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 如，在广州市W建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系列
活动中， 广州市第六中学借助 5G 网络对帮扶校开展
同步教学，以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9]。吴晓如
等以科大讯飞为例，重点介绍智能教学、智能学习和
智能管理系统在中学的实践应用，从而促进学生学习
个性化、教师教学精准化和行政管理有效化[10]。 索拉
卡等采用准实验研究方法探究 AR 在小学$文词P
课中的应用并D明其能够提升实践应用效果[11]。 由此
可见，智能技术在中小学的应用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
展，但如何利用其开展基于深度的教学实践以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观

目前，智能技术正在持O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层次
变革，特别是对基础教育课堂教学产生深远影响。 然
而传统教学设计无法%应智能时代的发展需要，这就
需要实现从传统课堂教学设计观向智能时代基于深
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观的转变。

（一）提升教学设计站位，对标学科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指学生所应具备的%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



2020 年第 5 期（总第 325 期）

决问题；深度学习表现学习方式之“深”，要求学习者
在主动学习的过程中采用自主、合作、探究等多种学
习方式；深度学习突出学习结果之“深”，要求学习者
掌握知识与技能，提升思维与能力，升[情感与品质。

2. “互联网+”教学设计理论
教学设计是指应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确定

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策略和步骤，并对结果作出评价
的计划过程和操作程@[14]。 “互联网+”教学设计是以互
联网为基础设施和W新要素， 它改变传统教学设计的
观念，形成一整套教学设计内容与方法。 基于深度学
习理论的课堂教学设计，转变传统的基于课时和知识
点的观念，从学科核心素养出发，通过大单元的形式
重构教学内容，以任务群、问题链的方式设计教学内
容，最终实现学生的高阶思维品质与能力的提升。

（二）主要特征
本研究以深度学习理论为指导，结合多年一线中

小学课堂教学设计实践经验，总结出智能时代基于深
度学习的教学设计特征，如? 1 所示。

图 1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特征

1. 大单元
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就应开展大单元教学[15]。

大单元不是教材单元的简单划分，而是根据学科核心
素养的要求)并教材内容，或根据学生学习的需要重
构教学内容。 大单元是以相对独立的微课程形式组
织，是任务群的总体显现，其根本落脚点在于问题的
设置。 因此，大单元必然面向真实情境的问题解决，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

2. 任务群
学习任务是指由师生围绕特定的教学目标共同

完成学习课题或活动 [16]，它是学生开展学习、9取新
知、掌握方法、培养能力、提升思维、塑造品质的重要
载体。 教师应根据大单元的内容，合理地将其转化为
真实情境的任务并落实到具体的课时当中。

3. 问题链
问题是联结认识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中介，是一

个主观与客观对立统一的辩D体[17]。 问题链是真实情
境任务的细化，是具有难度、梯度的问题集。 问题解决
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过程，往往与应用分析、)纳推理、

决策W新联系起来。
（三）设计框架与主要内容
本研究根据深度学习理论与教学设计理论，结合

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主要特征，构
建了如? 2 所示的教学设计框架。

图 2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框架

1. 根据学科核心素养设置单元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与)宿，也是教学评价

的依据[14]。 单元目标的确定需要结合学科核心素养。
在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框架中，单元目标的确定
需要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以学习者的需求、认知
发展规律与学习现状水平为基础，以学科核心概念与
内容为重要载体， 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与探究学习等，帮助学生掌握学科思想与方
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迁移应用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

2. 依据学科素养目标重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对“教什么”的具体(答[18]，是指教学

活动中传:的信息。 教学内容的设计主要包括单元内
容的设计和课时内容的设计两部分。 单元内容的设计
是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引领，在全面分析教材、深度挖
掘核心知识点、梳理知识内容背后的学科思想与方法
的基础上，)并重构的内容。 课时的设计主要体现目
标、内容、活动与评价等方面的设计。

3. 遵照单元学习任务设计教学活动
教学活动是师生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19]。 基于深

度学习的教学活动主要体现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
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方式，完成一个个
具有难度、梯度的学习任务。 学生通过亲身参与学习
活动，加深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建立知识内容之间的
联系，从而在新的任务情境中迁移应用并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

4. 按照深度学习特征重整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指教师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对教学

的情况进行价值性评判。 在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
框架中，教学评价不仅注重单元目标的达成，也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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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过程中能力的培养。 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评
价强调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统一， 从单元检测、批
判性思维、知识迁移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四个方面综
合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情况。

五、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
课堂教学设计方法

（一）大单元的教学设计
大单元内容设计应以学科领域中具有共同要素

的内容为线索，以学科核心内容为关键点，以单元主
题的方式进行统整设计。 具体来说，大单元的设计具
体包括单元名称、单元课时等六个部分的内容。

1. 凝练单元名称
单元内容是对教材单元的重构，它可以是围绕某

一中心或主题的社会热点问题或与学生生活息息相
关的问题。 单元名称U就是对这一主题或中心的凝
练，是对单元内容的总体概括。

2. 确定单元课时
单元课时是单元内容的时间规划。 单元课时的设

计应该参考教参要求，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当
调整。

3. 分析单元目标
单元目标的分析应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结合学生

的学情与单元整体内容加以确定，它应反映出学科的
本质及思想方法。

4. 规划任务群
任务群的规划设计需要体现进阶性与难度、梯

度。 它可以是基础性的学习任务、提升性的学习任务，
也可以是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5. 细化问题链
问题链是对任务的细化，它应体现一定的逻辑关

系，难度%中。 过于复杂的问题会打击学生的学习热
情，增加学生的认知负荷。 过于简单的问题对学生能
力的培养起不到较好的作用。

6. 设计单元检测
单元检测的设计需要根据学科核心素养要素，以

单元目标为指向，以单元内容为基础，结合教参单元
检测要求重新规划设计。

（二）课时的教学设计
课时教学设计是大单元教学设计的基本单位，也

是落实学习任务、开展教学实践的依据。 智能时代基
于深度学习的课时教学设计主要包括设计理念、学情
分析等七个部分的内容。

1. 设计理念

设计理念是人们对教学活动的看法和持有的基
本态度和观念。 教师开展课时的教学设计时应以深度
学习理念为指导，结合教学内容的具体情况选择情境
化、探究性、分层式等教学理念。

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课时教学设计的依据，只有明晰了学

生的起点能力、学习风q、学习动机等问题，才能针对
性地开展设计。 需要注意的是，课时的学情分析重点
要把握学生的起点能力。

3. 素养目标
课时素养目标是对单元目标的细化，是学生经过

课时内容的学习后所要达成的素养水平。
4. 学习任务
学习任务是落实单元内容的载体。 课时内容是由

一定难度、梯度的学习任务构成。 对课时学习任务进
行分析时，教师应明晰设置学习任务的原因并分析学
习任务之间的关系。

5. 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难点是教师依据课时素养目标，结合教

材分析结果和学生学情所确定的。 需要注意的是，教
学重点不一定是教学难点；反之，教学难点也不一定
是教学重点。

6.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主要按照完成学习任务的先后顺@进

行组织。 教学过程需要体现具体的任务群、问题链、学
生活动、教师活动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情况。

7. 教学评价
课时的教学评价U主要关注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知识迁移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等。
（三）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策略设计
掌握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策略对

开展教学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本研究结合中小学一线
课堂实践，认为真实问题情境、师生互动对话等策略
的设计能够有效对标学科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

1. 真实问题情境策略
W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是指教师将与学科教学相

关、学生生活相关、学生经验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与情
境素材转化为教学的情境。 真实的问题情境不仅能够
有效引起学生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促>学
生主动完成知识的建构。

2. 师生互动对话策略
互动对话是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采用各种手段，

>得学生与教师就教学内容进行及时的交流反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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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边形的面积》单元设计

而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加深对知识内容的理解。
在互动对话过程中， 教师应重点引导学生批判质疑，
并通过对话协商的形式将孤立、零散的知识内容建立
联系，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的知识网络。

3. 协作探究过程策略
协作探究是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的实施重点，也

是学生完成学习任务、解决学习问题的重要方式。 在
这个过程中， 教师需要充分认识到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让学生亲自参与、经历动手操作等实践过程，从而
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

4. 多元持续评价策略
教学评价能够判断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也能R

断学生存在的问题。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实施过程关
注多元持O评价，要求评价的主体多元、评价方式多
样、评价内容丰富，从而让学生清晰了解自身存在的
知识短板与能力缺陷，也为教师改进课堂教学提供有
益指导。

六、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
课堂教学实践与效果

（一）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实践
本研究按照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

框架，采用相应的课堂教学设计方法，在广州市某智
慧校园试点校五年级数学课开展实践，以期提升学生
相关核心素养。

1. 单元内容的设计

本单元选自人教版（2011）《数学》五年级上册《多
边形的面积》，通过分析标准与教参，确定本单元的核
心素养主要包括几何直观、 空间观念与应用意识；然
后根据学科核心素养内容与教材结构重组教学内容，
确定单元学习目标，设置学习任务与问题，设计单元
检测，具体单元内容设计如? 3 所示。

2. 智能技术的应用
本单元教学基于智能学习环境开展教学实践，拥

有 Aiclass 平台、 交互式电子白板系统与智能录播系
统等，具备智能环境感知、智能学情分析、智能资源推
送、智能学习评价等功能。 该智能学习环境利用传感
Y设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环境的智能感知，为学生
营造%宜的灯光强度、屏幕亮度等；借助学习分析与
情感技术智能R断学生的学情，准确把脉学习的起点
能力与知识缺陷；结合大数据技术为学生智能推送与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内容相关的个性化拓展资源与
练习检测题；通过学习仪表盘等智能技术评价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

3. 课堂教学的实施
本研究根据单元内容的设计，按照深度课堂教学

设计操作表q开展课时的详细设计与实施。 该单元包
括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 5 节新授课与多边形的面积
等 2 节复习课。 新授课主要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和迁
移应用能力的培养，基本按照“原理探究—方法应用—
问题解决”的步骤开展。如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新授课，具
体教学流程如?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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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课主要侧重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基本
按照“知识梳理—巩固应用—问题解决”的步骤开展，
如多边形的面积复习课，具体教学流程如? 5 所示。

（二）智能时代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效果
1. 评价体系的构建
本研究根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要求，结合深度

学习的特点，从单元检测、批判性思维、知识迁移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力四个方面进行评价，具体评价指标体
系如? 6 所示。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测量，本研究主要
依据加利福尼F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CCTDI），参照
陈萩卿编制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改编而成。 关于知
识迁移能力的测量，本研究主要参考 Tyson L M 编制
的知识迁移表征量表改编而成[20]。 本研究利用改编的
量表在广州市某智慧校园试点校五年级进行预测验，
经数据收集、分析发现，批判性思维量表、知识迁移能
力量表、问题解决能力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814、0.798 和 0.930， 说明这三份量表具有较高信
度，能够正式应用。

图 6 基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评价指标体系

2. 教学效果的分析
本研究以该校五年级（5）班作为实验班，五年级

（6）班作为对照班开展教学实践，其中实验班按照基
于深度学习的课堂教学设计开展实践，对照班按照传
统教学设计的形式开展教学实践。 经过整个单元的教
学后，分别对其进行后测，具体数据分析如下：

（1）单元教学目标达成
在单元成绩后测统计中，五年级（5）班的平均值

图 4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教学流程 图 5 “多边形的面积复习课”教学流程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 t 检验

F Sig.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单元测验
假设方差相等 10.430 .002 2.420 86 .018 6.780 2.801

假设方差不相等 2.420 61.643 .018 6.778 2.801

表 1 单元成绩后测独立样本 t 检验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 t 检验

F Sig. t df Sig.（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批判性

思维

假设方差相等 2.778 .100 1.521 71 .133 2.163 1.422

假设方差不相等 1.542 66.853 .128 2.163 1.403

表 2 批判性思维后测独立样本 t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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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 Intelligent Age

XIE Youru, LI Jia
(Schoo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needed in
intelligent age, so transforming classroo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improving the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are the key and substantive task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This study directly addresses the main proble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Guided by deep learning theory and "Internet + "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this study adopt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theoretical deduction, and quasi -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rough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 intelligence age,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s the design framework, design content, design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n conducts
a teaching test in pilot schools of Guangzhou smart camp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based on deep learning in intelligent age can effectively benchmark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discipline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ies to transfer knowledge and solve problems.

[Keywords] Intelligent Age; Deep Learn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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