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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下的教育体制下，“核心素养”是被频繁提及的热词，它引领着当代的教育改革方向。语文课堂教学作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

主阵地，它承载着培养学生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和国家情怀的重任，在这个体制的带动下，我们提出了“深度学习”这一理念。“深度学习”

是郭元祥教授倡导的教学改革项目，它的代名词是“高效”——即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学习主体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知识、新理论，学习

的感受、感知与感悟有机地融入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进而提升学习层次，强化学习能力，去适应新情境、探究新问题、生成新能力的综

合学习。简而言之，深度学习，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形式主义、浮于表面的弊端。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深度学习”，是每个语文老师的

重要课题。 

[关键词] 深度学习；语文课堂；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学生成绩好坏，不在于是否欠缺智慧，

而在于是否拥有适当的教学条件和合理的帮助。”情境的创设有利于营造

良好的学习条件，为学生与文本进行“深度对话”搭建桥梁，让学生对

文本产生阅读兴趣，才能让学习和思考在课堂上真正发生。创设各种情

境，让学生的思维从具象转化为抽象、让表层的学习得以向逻辑思维形

势和意义领域漫溯，“深度学习”才可以有效展开。 

纵观现在的语文课堂，教师总是害怕不够精彩、不够热闹，所以习

惯加入许许多多“元素”，让原本应该着眼于文本教学的语文课堂变成了

多元融合的“大杂烩”，出现了喧嚣热闹有余、深度内涵不足、学生嬉笑

过后毫无获得感的情况。这种课堂，阻碍了学生的“深度学习”，也成为

了核心素养的绊脚石。其实，小学语文“深度学习”并非高深莫测，他

需要以“深度教学”为纽带，让学生着眼于文本，探索课堂的“本真”。 

1 回归质朴，拓宽课堂维度 

当今的语文课堂，导入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了，它仿佛是语

文课堂上的一道“开胃菜”。例如，执教苏教版三年级上册《石榴》这篇

课文，上课伊始，教师以猜谜语的方式导入：“同学们，今天上课之前，

老师给大家猜个谜语，‘胖娃娃， 爱笑，笑红身子笑破嘴，露出满嘴红

玛瑙’，打一水果。”孩子们异口同声回答：“石榴！”教师接着说：“今天

我们就走进枣庄，去看看那儿的石榴。” 

我认为，虽然课题是《石榴》，教师以石榴的谜语作为导入也符合情

理，但是仔细推敲一番，似乎感觉不妥：孩子在课前已经预习过课文，

且此谜语过于浅显易猜，这样的课前导入难免凸显形式主义的弊端。当

我们的课堂走向“做作的形式化套路”，那么它势必将与“深度学习”背

道而驰，面对此情此情，我们何不丢弃“包袱”，回归质朴呢？ 

特级教师姜树华在教授《鲍氏之子》这篇古文时，导入部分就告诉孩子

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篇古代的寓言故事，题目是《鲍氏之子》，谁来说

说，鲍氏之子，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这样的导入，似乎毫无波澜，却暗

藏深意——教师让孩子提炼观点，并在接下来的教学环节中层层深入，挖掘

鲍氏之子言行彰显的品格，进而深化文章主旨；除此之外，“寓言故事”这

个概念，因为有了“故事性特征”的加入，使得孩子对文学知识的认知得到

了加深。回归质朴，是为了拓宽课堂维度，为深度学习埋下伏笔。 

2 回归自由——加深课堂厚度 

当下的语文课堂，似乎已经不见“填鸭式”教学的踪影，但同时又

走入了另一个误区：套路化——明确规定上课时间和自主预习时间。形

式上是缩短了学习时间且提高了学习效率，但实质上它的科学性有待商

榷。与此同时，小学语文高年级教学运用了“导学单”，它的存在看似精

炼了课堂内容，压缩了教师的无效语言，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且能直观地

看到学习成果，但是仔细斟酌不难发现，“导学单”中几个所谓贯穿课堂

的问题禁锢了孩子的思维，给孩子对这篇课文的理解设置了一条“高压

线”，想要跨越过去进行深度思考，则比较困难。机械与呆板充斥了课堂，

让它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诚然，无论是“导学单”，还是“文章线索图”，都是当代教师对改

变传统课堂模式的思考与实践，这种探究和钻研精神难能可贵，但是它

们应该脱离“机械性”和“形式化”，注入更多活泼的、灵动的、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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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细胞，跳脱出框架本身，对语言、意义和情感进行深度思考挖掘，

甚至形成教师本人特有的教学艺术风格，。 

聆听特级教师虞大明的《在柏林》一课，“自由随性”贯穿课堂：没

有预习、没有导入、没有固定的教学模式，整个课堂仿佛跟随老师的讲

述，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柏林，学生在对故事情节的揣测琢磨下，慢慢挖

掘到了文章的深意：战争给人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和平很可贵。这

是一个无法被完美复制的课堂，因为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自主”、“合

作”、“探究”，也正是因为这样，核心素养的生成得以实现，孩子对于文

本中心的理解，加深了课堂的厚度，自由的课堂，才是有生命力的课堂。 

3 回归简约——提炼课堂的纯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语文课堂也应该给人以晶莹透亮、清新自然之感。但是认真观察现在的

语文课堂，尤其是各类大大小小的公开课，我不难发现，花哨有余的课

堂，往往内涵不足，语文课堂承载了太多“美丽的包袱”，行走困难。比

如，教师为了给课堂增加“亮点”，强行注入各种元素，美其名曰“学科

整合”，如将美术元素融入课堂、将音乐元素注入课堂……这些“加餐”

使用得当会为课堂增光添彩，但是一味滥用，就让语文课堂失去了应有

的“语文味”，“深度学习”更是不可能得以实现了。 

还有一些教师，为了完成某个教学环节，在课堂上“满堂问”，甚至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对加深文本理解有无作用，如此一来，学生压缩了自

己赏析、品味的时间，用来应付教师的各种“提问”。 

纵观现在的语文教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文章的篇幅不断增加、

难度不断加深，新课标也明确指出：要训练孩子的阅读速度和默读能力。

在此关照下，我们的语文课堂也要力求精简，尽量删去课堂上一些和语

文无关的内容，提高课堂的效率，才能让“深度学习”的实施成为可能。 

喜欢聆听特级教师王崧舟上课，他的课堂上，语文永远只是语文，

纯粹而美好。在上《孔子游春》这篇课文时，他让学生通过朗读体会泗

水河畔景色之美；通过讨论品悟似水之人德行高尚之美；通过诵读感受

黄河水姿态之灵动……在他的课堂上，教师就是文章作者本人，循循善

诱且不急不缓，语言充满诗意且情境创设到位，真正做到了简约而不简

单，通过对文本的品味、咀嚼、内化，彰显祖国语言文字的魅力、更彰

显了语文课堂深度学习的魅力。 

4 回归情感——升华课堂温度 

语文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讲究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但是在

我看来，统一不代表均分，在语文课堂上，情感指向性应该占据更大比

重，才能使课堂更有温度。值得注意的是，情感不是感性的代名词，课

堂上的情感应该是理性的、合乎常理的，是集道理、品质和情感于一体

的，文本阅读只有牢牢把握这个中心，才能将“深度学习”有效贯彻。 

在课堂上，当学生暂时读不出文中人物的心情和情感时，我们应该让

学生重新回到文本中，进行仔细的读与悟，在加深了对句段的理解后，再

次朗读以达到深层理解，而非将句段和文本割裂开来进行强行解读，即便

是一遍一遍的反复朗读，也难以将学生的感悟“逼出来”。要想让孩子抵

达阅读深处，一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阅读感受，在他形成了自我感知的基

础上进行深度探索；二是要与学生的生活体验相结合、相类比，让他明白

事物与事物、人与人、情感与情感都是融会贯通的，是不可割裂的。 

特级教师李文在上绘本课《先左脚、再右脚》时，基于低年级学生

的学习特点，设置了朗读、说话、绘画等几个有趣的环节，但是这些环

节的设置都是为了指向课堂的主旨：赞颂美好又温馨的亲情，明白人类

自然老去的规律，升华亲情永恒的主题。一堂绘本课，以欢乐嬉笑开始，

以泪流满面结束，不得不说，深度教学的模式让孩子品味到文本深处的

情感主题，也升华了整堂语文课。 

综上所述，我们的语文教学改革，已经到了重建的地步，多元发展

是专业发展的体现，语文教学百花齐放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里面渗透

着广大语文人的思考和创新。而我认为，我们的语文教学还是要回到“教

什么”“怎么教”这两个核心问题上来。我支持将语文教学回归到“本真”

上来，还原语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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