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素养，深度学习

——读《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有感

在写下关于这本书的点滴感想之前，我想起了之前看过

的一部电影——《银河补习班》。影片中的爸爸马皓文因为

一次工程事故意外入狱，错过了孩子马飞的七年成长时光，

等他发现时，马飞已是一个眼睛里只有抗拒与不屑的“问题

少年”了。但是马皓文却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式，带马飞在

体验自然、感受生活、学会生存的过程中一步步找到人生的

方向和目标，最终成为了令人骄做的宇航员。看完这部电影，

我想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电影中的爸爸马皓文

可谓是一个传统应试教育的对抗者，他为什么能将看似“无

可救药”的儿子马飞培养成才?

我想，这就是立足素养的力量。马皓文先是用自己的智

慧劳动告诉马飞什么叫做“如识就是力量”， 在看到儿子黯

淡的眼睛中第一次闪翠星星一样的光芒后，他开始带着马飞

晚上补习功课，白天零距离接触社会和自然。他所学的知识

是带着温度的知识，是体验性的、情感性的、是最大程度还

原知识本身面貌的知识。这样的学习，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转

化为素养，真正成为成长的养料，马飞在一次绝望的洪水中

努力自救、化险为夷就是最好的证明。

父母不可能都是马皓文，而孩子也不可能都成为马飞。

但若希望正在成长中的少年们能成为有用之才，就该重视素

养的培养。存在即合理，我们肯定当下的教育体系确实给社



会输送了大量的人才:但我们还必须在肯定之中保持清醒。看

到应试教育存在的问题:过于重视知识本身忽略核心素养的

培养。核心素养是什么?它是一个入通过各种学习，在面对复

杂的、不确定的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核心素养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知识本身，它

是一种知识的转化与内化，最后外化为一种综合的品质与能

力。

核心素养该如何培养?我想《深度学习:走向核心素养》

一书的书名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深度学习是走向核心素养的

重要途径。所谓的“深度学习”，它看似是一个新名词，其

实不过是对我们早已熟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教育理念的概

括一“深度学习”建立在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基础之上，具

有科学性和前沿性。建构主义认为:知识具有建构性、社会性、

情境性、复杂性和默会性。在建构主义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教育者应该明白: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教学无可取

代的价值不在于知识传递，而在于知识的建构，即教师应帮

助学生将已有的经验激活，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方

式在学生的头脑中更新和改造图式、实现动态平衡，提高学

生对生活的兴趣、对生命的理解和感悟。相比于只重视知识

“灌辅”的“机械学习”，这样的学习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更

高一层意义上的“深度学习” 。

“深度学习”在本书中的定义如下：

所谓深度学习，就是指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

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



的有意义的学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掌握学科的核心

知识，理解学习的过程，把握学科的本质及思想方法，形成

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正

确的价值观，成为既具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

神，基础扎实的优秀的学习者，成为未来社会历史实践的主

人。

从该定义来理解“深度学习”，我们会感受到参与、 体

验、探究、合作等关键词在其中的重要性。的确:所谓的“深

度” 不是指知识的难度超出学生理解的范围，而是指学生

的学习任务应该达到触及学生心灵的程度。这种“深度”是

在明确每个班级、每个学生最近发展区” 的基础上，给学

生搭建合理的教学“脚手架”，引导学生从已有经验出发，

体验、探索人类发现与建构知识的关键环节，从而真正理解

知识，引起心灵的颤动。

心灵与教学的互动在语文学科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本科

学习阶段，大学教师在课上常常强调语文教师必须要具备较

强的文本解读能力，只有教师先进行文本细读，通过字句感

受并还原文章中的人物和文章作者写作时的心境，才能真正

贴近文本，体会文字的脉搏。这样的语文教师，才能给学生

提供文本解读的阶梯，最后引起学生心灵的颤动。这种颤动

不是以教师的解读代替学生的理解，而是让学生主动地、积

极地与文本进行对话。我想，语文教师最大的作用也就在此。

这里举一个我阅读中看到的例子。一位教师在教授赵师秀的

《约客》一诗时，进行过两次教案修改。第一次她根据自己



的理解，认为《约客》一诗表现的是作者悠闲的心情。课后

教师反思时认为，这堂课在引导学生体味诗歌情味上虽比较

到位，但教师定位诗歌中的“闲”为“悠闲”，让学生围绕

“悠闲”找依据，有越俎代庖之嫌，进入了单向思维的窠臼。

第二次她结合参考资料，保留了诗歌的朦胧、多义的美，以

一个关键问题“对着这一个独坐到深夜的诗人，你有什么问

题想问问他吗”为核心，引发学生探究、讨论。有的学生认

为这首诗表现的是诗人等客久不至的无聊烦闷的心情，有的

学生认为这首请表现的是诗人在等客之外闲适的心情。不管

哪种解释，学生都力争从诗歌本身及教师提供的有关烟雨江

南梅熟时节的诗歌中还原诗人等客的现实环境和真实心境，

从而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了这首精致的短诗。在思维的激烈碰

撞中，学生不仅掌握了一种诗歌鉴赏的方法、发展了自身的

批判思维，还理解了古人的生活情趣，体会到了中国古典诗

歌情语迷高的独特魅力。对于这首诗歌的教学来说，教师的

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理解诗的情感，若教师直接告诉学

生，那么学生也就仅仅在书本上抄下所谓的知识点而已，他

们可能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但在学习方法、思维、审美等方

面并末提高。而教师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还原诗境,这种教学就

指向了素养的培养也就是“深度学习”。

正如电影《银河补习班》中爸爸马皓文的台词:“清华北

大只是个过程，不是目的“一样，掌握知识也只是一个过程，

并非最终的目的。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教育的最终目的

应该立足于每个孩子核心素养的培养。应该让他们有能力、



有信心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得更加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