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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原有的学习环境和改变了学习方式，人才的培养方式和理念也需

得到改变。课堂作为教书育人和学生全面发展的主阵地，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需要通过建构高

品质课堂来实现，同时也是落实新课程标准中以人为本的重要载体。针对目前高中英语阅读课堂的现状

与困境，从深度学习理念出发，通过深度学习英语的语言功底唤醒课堂活力、深度学习语篇内容提升课

堂质量、深度学习单元主题激活课堂人文素养，旨在构建高品质课堂的框架达到立德树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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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has broken the original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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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environment and learning methods, and the training methods and concepts of talents have 
been changed.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teaching and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the classroom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classrooms,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people-oriente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classe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aims to arouse the vitality of classes 
through the language skills of deep learning English,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es through the 
text content of deep learning, and activate the humanistic quality of classes through the theme of 
deep learning units,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classroom framework to cultivate mo-
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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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语阅读课堂的现状和困境剖析 

沉闷、枯燥的课堂中大部分教师的关注和精力在学生对重难点知识传的习得和内化，即关注学生学

习的结果，忽视学生学习的过程。在习得的过程中由于被动式的接受知识，学生很难将新习得的知识与

旧知识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或框架，即学生缺乏学习能力，课堂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失衡现象。 

1.1. 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等的培养 

随着互联网等众多高科技产品的出现让知识日益更新，给学生提供了多方面知识。但与此同时知识

的爆炸性让学生迷失在海量的信息中，无法将其正确处理，学生缺乏批判思维等能力。原因之一是课堂

内教师将注意力用来关注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学习能力和思维品质很难得到培养和锻炼，更不用说提

升和发展。例如教师教单词时比较局限于单词的拼写和意思，很少强调或注重教单词的词性、以及在不

同语境的含义和延伸意，学生很难深刻理解单词，习得的知识比较肤浅，在考试中经常出现认识单词却

不能做对题。 

1.2. 缺乏人文底蕴的渗透 

高中阶段教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几乎很少涉及到人文底蕴的渗透，而这一部分正是培养学生学科

素养中文化意识不可忽视的步骤。英语作为一门教育类学科，“应该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和多元文化意识，发展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良好的鉴赏能力，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 [1]，因此，教师应

该深度解读编者的意图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借助教材来渗透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继承优秀

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碰撞引起的差异，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2. 深度学习的内涵与意义 

“深度学习的发生需要将学习嵌入关联的社会情境中，实现学科知识、学习态度、行为动机的整体

建构与深度融合，从中理解学习策略，获得情感体验，提高认知水平” [2]。深度学习不仅注重学习者对

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更将注重学习者的情感体验，这与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深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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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深度学习的内涵 

弗伦斯·马顿(Ference Marton)和罗杰·萨尔乔(Roger Saljo)借鉴认知维度层次划分理论，在 1976 年

发表了《学习的本质区别：结果与过程》，书中指出按照学习者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的不同方式，将学

习者的加工分为深度水平和浅层水平，并首次提出了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浅层学习(Surface 
Learning)的概念 [3]。深度学习在我国出现相对较晚，学者何玲和黎加厚(2005)对深度学习内涵的界定具

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深度学习在理解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地学习新思想和事实，并将它们融

入到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思想间进行来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的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决

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 [4]。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和研究，笔者认为深度学习注重学习者在知识理解的基

础上注重对知识内容的梳理、整合与迁移，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通过对知识的认知加工，深度剖析知识的

根源、关联，将其进行分类，提高认知加工策策略；深度剖析知识隐藏的人文性、科学性和教育性，理

论与社会经验结合；整个环节中，培养学习者的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即思维的独立性；培养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即思维的批判性。换言之，深度学习注重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思维、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等英语学科素养，这与构建高品质课堂的理念不谋而合。 

2.2. 深度学习的意义 

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对人才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作为教育教学和

培养时代新人的场地，做到这些需要教师加强对课堂质量、内容和结构的把控。深度学习视域下首先可

以帮助教师全方位的丰富课堂教学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提高课堂质量，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其

次帮助教师突出课堂主题，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坚定文化自信，客观看待中西方文化带来的冲突，树

立跨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最后帮助教师激活课堂教学活力，落实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打

开和开发学生生命的多元性，打造全面、丰富的课堂生态系统。总言之深度学习理念可以帮助教师构建

高品质的课堂，培养终身发展的人才。 
教育关乎着一个国家的今天和为未来。高中作为基础教育的最后阶段，人才培养的素质要适应时代

与国家的发展。深度学习在课堂的应用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教育的价值，夯实教育的基础。深度学习在

课堂的应用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让深度学习应用在别的一些领域，比如医学、人工智能等，促进科技的

发展，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3. 深度学习理念下构建高品质课堂的框架 

英语阅读作为课堂的重要工程，阅读材料负载的信息可以最大限度帮助教师提高学生的提高认知水

平和经验，阅读材料在不同语境下的辩证思维可以帮助教师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而完善个体的品质

和能力。因此在构建高品质课堂结构，首先需要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从主动者的角色转变成辅导者的角

色，即让学习者主动、积极获取知识，并根据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及时去扩充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学习者

的认知策略；其次改变教学方式，课堂上锻炼学习者的思维，教师借助教材设置具体的情景，提出问题，让

学习者对知识内化的基础上，根据社会经验深度剖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帮助学习者建立自己的认知机构，并

不断的与社会经验结合，形成独特的思维、持久的阅读力。为此构建课堂框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3.1. 深度学习语言功底，唤醒课堂教学的活力 

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单词、语法和句型结构等是学生学习英语的基本功底。课堂内大部分的老师注

重单一知识点的传授，缺乏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学生习得的知识呈现碎片化、片段化。因此深度学习下，

老师引导学生深度分析、归纳知识，深度挖掘知识间的联系与区别，实现知识的迁移和融合。例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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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教时态和句型的时候，可以对时态和句型的内涵进行深度解读，让学生先了解其内涵后再进行深度学

习时态和句型的结构，最后以提供具体的示例让学生深刻理解和掌握，学生在认知加工中形成有逻辑的、

系统的时态和语法框架。例如在教被动语态的时候，教师可以先说被动语态的内涵即被动语态是动词的

一种形式，用以说明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关系，其结构是：be + done，其中系动词根据主语和时间来

变化。教师在学生掌握知识后再此深度学习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中国语言趋向于委婉，喜欢用“把”

字句，英国人喜欢用被动句来表达，让学生对被动语态了解更加清晰。深度学习帮助学生由理解文化差

异引起的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帮助教学生厘清知识。 

3.2. 深度挖掘语篇结构，优化课堂质量 

英语阅读是英语中的重大工程，是培养和锻炼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载体。通过阅读教学实现高品质

的课堂，首先，教师带领学生深度探究文章中的重难点单词、短语和句型，旨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其次，深度剖析文章的主旨大意时，借助段落的划分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框架结构，旨在培养学生的思

维品质；然后，深度探究文章的体裁类型以及主题，为学生在写作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学生的写

作能力，最后，精读文章内容的过程中，深度设置层层递进、螺旋上升式的问题让学生多角度、多维度

辩证的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

逻辑顺序，借助阅读深度设置阶梯式难度的问题，让学生深度思考、分析、解决，知识的高度输出与知

识的深度加工得到高度一致，培养了学生的高阶思维。 

3.3. 深度解读单元主题，激活课堂人文素养 

“学生所要掌握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观念等学科核心知识内隐于文选型教课

数中”(语文建设)  [2]。因此，课堂内教师深度解读阅读后帮助学生明确单元主题，突出和升华教学内容，

激活课堂的人文素养。教师深度阅读教材内容后挖掘教材或作者传递的情感和价值，从理论知识过渡到

学生的情感世界和实际生活，关注学生的生存、发展和幸福，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让学生在深度学习

中得到尊重和情感的满足，感受到教育的人文关怀，培养学生享受美好生活的能力和感知美、发现美的

能力。这样深度体验下，知识不仅仅只是知识，知识成为一种情感，课堂充满人文性。 

4. 深度学习在英语阅读课堂的设计 

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必修第三册第二单元阅读(Mother of ten thousand ba-
bies)为例 [5]，深度理念下依据教学流程展开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等学科素养，来构建高品质

课堂。 

4.1. 导入 

教师在导入环节直接呈现本单元的名言和阅读主人公，视觉冲击的同时增加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 
设计意图：通过呈现让学生了解本单元的主题和本单元在整本书中的地位以及道德与美德的重要性。

通过设置具体情境给学生提供更多关于主人公的背景信息，给学生搭建起阅读的信息支架，为学生理解

文章做铺垫。 

4.2. 略读 

在略读的过程中教师借助标题来展开教学，通过标题来预测文章的主题和文章类型。教师要求学生

在略读的过程中思考以下问题。 
1) 文章属于哪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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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章是按照什么顺序展开的？ 
答案：1) 文章是关于林巧稚的人物传记。 

2) 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 
设计意图：教师借助标题来帮助学生的理解文章的主题，呈现阅读的策略与技巧，培养学生的预测

能力和阅读思维；并通过设置两个问题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对文章的理解程度。 

4.3. 精读 

精读过程教师借助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深度理解、分析和归纳文章。教师直观的用思维导图呈现文章

的逻辑顺序，帮助学生深度理解文章的框架结构和内容(见图 1)。简洁明了的思维导图代替了繁文缛节的

文章，清晰的逻辑顺序帮助学生高效地厘清文章的内容和结构，加深对文章的理解与把控，为后续文章

的剖析做铺垫。 
 

 
Figure 1. A mind map shows the general content of the text 
图 1. 思维导图展示文章的大致内容 

 

设计意图：此环节是学生知识内化环节，通过思维导图可视化的形式呈现深度学习阅读过程中思维

逻辑的过程和发展，逐步完善学生的思维品质；通过事迹来剖析主人公做出哪些重大抉择，总结主人公

的品质或精神；在整个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分析能力、总结能力等，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 

4.4. 阅读后 

深度学习理念要求教师在课堂内必须关注、贴合学生的情感，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建立

丰富的情感世界，以此培养学生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因此，在深度阅读后，教师通过林巧稚的事迹和品

格来让学生了解更多中国的英雄，比如 2022 年感动中国中的人物，学习他们的精神，塑造正确的人生观，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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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借助林巧稚的事迹让学习者感知和了解爱国情怀的内涵与意义，以及如何去践行。 
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信信念与价值，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的。 
课堂学习结束后，学生可以根据时间顺序完整地梳理文章主人公的事迹，并借助思维导图完整的呈

现文章的逻辑顺序，这一环节是理解；可以运用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分析、阐述主人公做出的重大人生

选择，这个过程是应用；可以深度剖析选择背后隐藏的品质，联系现实，发现生活中更多伟大人物的事

迹与故事，并对此提出自己的想法，这一环节是迁移创新。 
在整个教学流程中，首先教师带领学生从文章的标题来帮助学生了解文章，旨在培养学生的预测能

力，然后从文章类型、主旨大意、段意等方面来帮助学生深度学习文章的框架结构和内容，此过程中涉

及到学生的分析、归纳、总结等思维发展，培养学生的逻辑性、批判性等思维品质。最后，教师新课标

中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通过深度分析林巧稚的事迹来分析背后隐藏的品格或精神，借此延伸出中国的

时代英雄，不仅契合了单元主体，而且传递了人文素养，在真实的情境中教师引领学生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5. 教学启示 

首先，教师借助阅读让学生深度学习，培养学生客观、理性和批判的思维来看待事物和在真实的情

境中解决问题，锻炼学生的逻辑性、批判性等思维品质。其次，深度学习理念下课堂知识有逻辑、有条

理地呈现，帮助学生高效地认知加工知识，知识得以内化，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能力，为以后的

人文撰写打下坚实的基础。然后，深度学习理念下课堂有情感，实现了有意义、有灵魂的课堂，实现了

以人为本的课堂，实现了高品质的课堂，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经验与客观世界的衔接，建立起主体世界与

客体世界的联系与探索。最后，深度学习理念下以人为本的课堂让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享受到生命的

价值与幸福感，提升生命的质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实现课堂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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