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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深度学习的高阶教学设计
周红 王建 李丽华

成都锦城学院电子信息学院，中国·四川成都

在高校教学中，传统的单向“灌输式”教学存在诸多弊端，教师“照本宣科”，学生“被动吸收”，师生之间交流互动严
重不足，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难以形成高质量的“同频共振”。培养的学生普遍存在学习的内驱力不足，解决复
杂问题能力较弱等问题。教师实施高阶教学设计，驱动学生深度学习，可以实现“以学生为中心”，能够满足个性化需
求，培养学生的竞争力和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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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阶思维的概念是在美国教育学家布鲁姆提出的教育

目标分类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将培养目标分为六个层次的要

求，即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本研究以此

为基础，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案等方

面进行高阶设计，培养学生的竞争力和核心素养。

2 高阶教学设计

高阶教学设计的核心是课程设计与课堂设计。课程

设计主要包括课程教学目标、课程内容、学习任务、教学

方法、教学手段等五个方面的设计。课堂设计包括课前、

课中和课后三个环节。课前，主要是进行课堂任务设计，

根据学生的学情，设计线上和线下的教学内容，设计学习

任务及学习要求。课中，设计高阶教学活动，包括汇报交

流、专题报告、现场辩论、模拟仿真等。课后要设计教学

考核、评价，并进行教学反思[1]。

3 高阶教学的实施

高阶教学的实施主要包括高阶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两

课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组织与教学评价等部分。

3.1 高阶教学目标

根据专业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对课程的要求，明

确课程的教学目标，具体分为三个层次：①知识与技能目

标：通过自主学习，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课程基础知识。

②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合作学习，学生能够利用基础，

针对复杂问题进行问题分析、实践、讨论和解决。③情

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探究学习，学生能够进行问题分

析与评价，形成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3.2 高阶教学内容

传统的教学中，教学内容多以教材为中心。而教材中

的内容与高阶教学目标无法完全适配。为了与高阶教学目标

对齐，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重构 [2]。以高阶思维、能力培养

为导向，分类筛选教学内容，项目化整合各部分知识点，完

成从目标→知识→方法的反向的课程设计过程。教学内容以

课程项目为基线，沿思维和能力两条轴线，从低阶、中阶到

高阶进行设计，将知识点重构，嵌入项目教学过程中，促进

学生的思维和能力从低阶升到高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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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阶“两课设计”

“两课设计”指的是课程设计与课堂设计。首先，站

在整体的高空视角应设计好整个课程要达到的教与学的目

标。再将目标分解到每个课堂目标中，作为整体目标的支撑

点。进行课堂设计时，根据课堂设计目标和学生的学情，设

计好每个部分的学习任务和教学方法，融入前沿、拓展及跨

学科的高阶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4 高阶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教学内容，灵活适配教学方法。

以项目驱动法贯穿始终，在指导学生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融

入“问题导向”“头脑风暴””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培

养学生迁移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习惯，

并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

3.5 高阶教学手段

依托网络教学平台，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翻转教学手

段，重构学习流程，开展教学活动 [3]。教师在课前设计并发

布学习任务点。学生课前根据教师的课堂设计内容，进行知

识的自主探究和建构，此阶段为学生的浅层学习阶段。学生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以教师给出的学习任务为导向自主学习

教学资源，主要完成低阶与中阶的学习任务，培养其低阶和

中阶的思维能力。线下内容主要由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汇

报、答辩、质疑、反思、辨析等合作学习方式来完成，这个

过程就是学生深度学习的过程，通过完成综合性、系统性、

复杂性的项目任务，完成新知识的内化和应用，达到知识深

层重构，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和能力。

3.6 高阶教学组织

按教学开展的先后顺序，将教学过程分为三个环节：课

前，课中和课后。课前环节，需要教师进行学情调研，两课设计，

建立案例库 [4]、考试库、项目库等教学资料库。根据学生的

学情，给学生开放学习资料库，帮助学生进行线上浅层知识

构建等。课中环节，教师需要根据高阶教学的目标，引导学

生进行质疑、批判、辩论和创新创造，对深度知识进行加工，

进行深度和广度拓展。每个环节的细化内容如图 1所示。

3.7 高阶教学评价

课后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成果完善，并通过督导评

教、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多种方式形成多维评

价体系进行考核，将“理解”“应用”“迁移”“创新”作

为学生学习效果的评定阶梯。课程不以笔试成绩作为学生学

习成果的最终标准，而是更注重学习过程。根据考核结果，

再进行后续的评估和改进，优化教学。

4 结语

高阶教学设计，可以有效实现六个转变：从注重知识

点讲授的“以教为中心”向注重“知识 +能力 +思维”的“以

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转变；教师从“知识的传播者”向激

发学生创造创新的“引导者”角色转变；学生从“被动学习”

向“主动学习”转变；从“以课本为中心”向“以实践应用

为目标”的教学内容转变；教学从注重死记硬背的考核方式

向多元化、全过程考核方式转变。实施高阶教学，所培养的

学生能够将知识迁移转化为应用能力与创新思维，具备复杂

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具备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素养。

参考文献
李平 .基于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研究[J].传播与版

权,2021(8):93-96.

刘玮,熊永华,王广君.新工科背景下工科课程高阶学习教学模式

探讨与实践[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1(3):163-168.

周红,罗福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翻转课堂设计与实施[J].计算机

教育,2020(7):115-119.

图 1 教学组织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