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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师们都知道课堂要通过改

变教与学的方式让学生更好地习得素养。虽然大家的教学行

为已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学生的学习活动，特别是自主深

度学习，现状不容乐观。

①学习活动没有学生的学习，更多是为“活动”而活动。

课堂上教师有“活动”的形式，有“活动”的开展，

但细看所开展的活动，要么不能更好地体现学科的特点、彰

显学科魅力，要么完全是“为活动而活动”的“假活动”。

②学习活动学生自主参与度少，缺乏思维的深度参与，

核心素养达成不高。

课堂上活动并不缺乏，但学生的思维质量不高，常表

现为师生“一问一答”式的活动。教师抛出一个活动后，学

生并没有充分的思考时间就让学生回答，结果学习活动就只

是有形式，没有质量。这样的活动实质上掩盖了多数学生思

维的游离状态及假思考状态、假参与状态。

③学习活动更多是为了教师灌输知识服务，并未指向

学生关键能力、核心素养的发展。

课堂上，教师往往让学生生搬硬套。教师只为“教”服务，

没考虑学生的“学”，没遵循学习的规律，学生当然没有相

应的“经历”与“体验”。

④学习活动中没有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师在课堂上没有根据不同的情境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很多学生上课不会倾听，不善于思考，不敢于提问，

不会与人合作学习，不会自主读书；课下不会认真书写，不

自评互评，不会搜集资料，不会动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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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学生需要在课堂活动中经

历“过程”，真实地、有效地参与到“体验”“互动”中，

真正把学习还给学生，让学生自觉主动学习，深度参与学习，

让学习“真发生”，促进核心素养的提升。那么，怎样实现

让学生自主、深度学习呢？

在浅层教学中，教师告诉学生得多，学生自主建构的少；

被训练得多，但真正理解的少。建构主义主张，知识不是通

过教师教授取得的，而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借助别人的

协助，利用一定的学习资源，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主动获得

的。而深度学习的本质就是学生的持续建构。学生学习的过

程不能仅仅只接受知识，而要以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

础去主动建构。怎样让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经历知识建构的过

程呢？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

让学生在已有的知识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

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英语，各学科知识分别是一个

个有机的整体，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都能为以后学习更高阶

的知识奠定基础。让学生从已有的知识经验出发，经历运用

已有的知识经验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能激发学生后续学

习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在新的知识中自主探索、合作与交流、

发展与创造，从而建构新的学科知识，以达到深度学习的

目的。

让学生在富有个性，多元化学习需求中建构知识

学生的学习方式应该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过程。学生

的智力结构是多元的：有的长于计算，有的擅长逻辑推理，

有的人形象思维较好，这导致不同的学生有相异的解决问题

的策略和思维方式。因此，学生在建构学科知识过程中，需

要创建富有个性、多元化的需求，让学生在亲身实践、自主

探索、合作交流的氛围中，去倾听、质疑、汲取，在亲身体

验和探索中解决问题，理解和掌握基本的学科知识、技能和

方法，从而实现新的知识的建构。

学生需要培养多种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是各种学习能

力的基础，是智能的核心。一个人如果不会思维，其他各种

能力就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发展 [1]。怎样在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思维能力呢？

引导学生提出“真”问题

在学习活动中，我们不能只关注学生质疑的形式，而

忽略其本质。要创设条件让学生提出“真”问题，从而促进

学生思维的发展。但学生能否提出“真”问题与教师的引导

密切相关。教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给学生提供充分提问的机会，培养学生提问题的

意识。

②创设环境，为学生提出问题提供“心理安全感”，

使学生想提问，乐于提问。在操作中，一定要尊重学生的提

问，要保护学生的“异想天开”，决不能讽刺、斥责学生。

③教给学生提问的方法，让学生会“问”[2]。例如，在

语文教学中，可以指导学生在课题中寻找问题；从语言运用、

人物特点或关键处质疑；对文中插图进行提问；还可以在对

课文有了了解、情感有了共鸣之后，再让学生质疑。

当然，要想让学生提出“真”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让学生敢于怀疑，敢于怀疑自己认为有问题的事或物。

创设认知冲突，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要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需要让学生经历一个自我对

话与提升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要精心设计，尽力让学生

的认知产生“冲突”，从而产生争议，以此撬动学生的思维 [3]。

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①设置悬念，唤醒学生思维。

在四上《麻雀》导入新课时，教师设置了如下情节：

先出示猎狗和麻雀面对面的图片，让学生观察它们的大小，

对比它们力量的悬殊。接着出示猎狗在麻雀面前退缩的图

片，让学生猜测是什么原因让猎狗不敢去进攻对它而言非常

弱小的麻雀？教师让学生带着自己的疑问去研读课文，学生

很快就沉浸在了课文之中。

本案例中，学生马上就被教师设置的悬念所吸引——

强壮的猎狗居然在这么弱小的麻雀面前退缩了。这和学生平

时的认知相矛盾，引发了其认知冲突，自然就唤醒了他们的

思维。

②质疑旧知，开启学生思维。

教学《王戎不取道旁李》教学片断：

当学到“诸儿竞走取之”时，教师首先让学生用“走”

组词，以此理解现在“走”的含义，再根据自己的理解说说

本句话的意思。学生很自然地把这句话理解为“小朋友们争

着走过去摘树上的李子。”刚解释完后，有些学生就觉得不

对了，这和前面理解的小朋友们看到“多子折枝”时急切想

吃到李子的心情不相符，由此对“走”这个字的意思产生认

知冲突。这时教师出示“走马观花”等词语，让学生根据语

境进行理解，很快得出这里的“走”是跑的意思。

在这个案例中，学生突然发现以前对“走”的认识不

能解释“走”在这里的意思，遭遇了认知的冲突。在全新的

问题面前，学生积极运转思维投入其中，在教师的帮助下，

终于解决了新的问题。

③开掘陷阱，深化学生思维。

教学《琥珀》一课时，教师设置了以下环节：

师：科学家推断蜘蛛是在哪里遇到苍蝇的？

生：在一棵大松树的树杈上。

师：我觉得它们在其他地方相遇应该更合理一些，你

能举例说说吗？

生：石头上、树叶上、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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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是科学家为什么不这样推理呢？

教师引导学生再读课文，并思考。学生在深入理解课

文后，明白了蜘蛛和苍蝇在石头上相遇，松脂滴下来，底部

是平的，不能包裹形成松脂球；在树叶上相遇，松脂滴下来，

会流到地上，也不能形成松脂球；在空中相遇，形成松脂球

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在本案例中，教师开掘陷阱，巧妙地否定课文中“科

学家推断蜘蛛是在一棵大松树的树杈上遇到苍蝇的”这一条

件，让学生另辟蹊径并进行思考，最后再通过对比纠正错误，

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到科学家推理的严密性，学生在思考与交

流中也深化了自己的思维。

利用意外生成，培养学生思维能力。

课堂预设与生成之间的不对称，让课堂充满意外。教

师要让课堂意外发生作用，紧紧抓住并珍视学生的疑惑，顺

水推舟，在学生的思维困顿处引导其通过体验、交流等方式

逐步厘清问题。

在语文教学中，只要教师利用各种资源让学生有机会

经历知识建构的过程，在学习中引导学生提出“真”问题，

并创设认知冲突，学生一定能形成关键的学习能力。这样才

能真正把学习还给学生，让学生自觉主动学习，深度参与学

习，让学习“真发生”，从而促进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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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同时也在学生对问题的自主探索中锻炼了对问题的解决

能力和思考能力，并且这种带着问题去学习的状态也能增加

学生对课堂的专注度，推动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升。

综上所述，项目化学习通过以学生的实际需求为立足

点，结合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对历史教学所提出的要求以及教

师的知识储备，对历史课堂进行设计，这种教学模式和传统

历史课堂有着本质的区别。身为高中历史教师，我们要认识

到项目化学习模式在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应用价值，不断完善

项目化学习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设计策略，为构建更加

科学高效的高中历史课堂贡献自己的智慧。

参考文献

[1] 尹军宗 .基于历史核心素养的学生主体地位回归路径 [J].中学

历史教学参考 ,2016(14):62-63.

[2] 杨星 .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高中历史教学 [J].考试周刊

(42):154.

[3] 唐先义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创新 [J].新校园 (阅

读 ),2018(3):48.

（上接第 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