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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数学深度学习要实现由学术讨论走向实践落实，需要在理解“深度学习”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基于数学本

质和学生的个性差异，以思维品质为抓手，确定适切的教学目标、选择适度的教学内容、组织有效的学习活动，使数学学习

真正成为一种基于理解、指向高阶思维发展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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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马飞

龙（Ference Marton）和罗杰·塞利约（Roger Saljo）于 1976

年提出．西方学界一直在持续跟进研究与实践，但在 20世

纪末的 20 年深度学习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国教育信息化的推进，特别是基于网络和计算

机的信息化教学的开展，深度学习首先出现在信息化教学领

域，并成为改进教学、提升教学有效性的一个核心理念[1]．随

着中国课程改革走向纵深，以及新时期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教

学实践的开展，普通的学科教学中的深度学习开始受到中国

教育界的关注，并在近 3年内迅速成为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

的热点． 

关于深度学习的理解，学者黎加厚[2]认为：“深度学习

是在理解学习的基础上，学习者能够批判性地学习新的思想

和事实，并将它们融入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能够在众多的思

想间进行联系，并能够将已有知识迁移到新的情境中，做出

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学习．”美国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简称 NMC）和美国学校网络联合会（The 

Consor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简称 CSN）合作完成的

《地平线报告》[3]指出：“深度学习是以创新方式向学生传递

丰富的核心学习内容，引导他们有效学习并能将其所学付诸

应用；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探究的学习、

基于挑战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获得更多主动的学习的经历，

是深度学习方式．”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深度

学习项目组[4]认为，“深度学习，是在教师引领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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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指导的视角来看，以上有关

深度学习的界定视角相异、观点趋同，内容互补，总体上反

映了深度学习的 5个基本特征：一是深度学习注重知识学习

的批判理解；二是深度学习强调学习内容的有机整合；三是

深度学习着意学习过程的建构反思；四是深度学习重视学习

的迁移运用和问题解决[5]；五是深度学习目标指向学生高阶

思维培养． 

关于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研究，有学者[6]基于深度学习

的认知过程，提出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一般策略：一是激

发内在动机；二是获得积极体验；三是思维深度参与；四是

引导自我内省；五是进行适度拓展．有学者[5]基于对深度学

习理论的理解，给出了调整教学理念与行为的建议：一是确

立高阶思维发展的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深度理解；二是整合

意义联接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批判建构；三是创设促进深

度学习的真实情境，引导学生积极体验；四是选择持续关注

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深度反思．因为视角不同，以上两种

代表性的深度学习教学策略，前者倾向于内隐，基于深度学

习的发生机制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教学改进指导意义；后者

倾向于外显，基于深度学习的理解做教学要素分析，更具操

作性． 

在小学数学教学领域，在 CNKI上检索“深度学习”“小

学数学”发现，中国关于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研究从 2013

年起到 2018年止，文章仅 66篇（其中 47篇文章发表于 2017

—2018 年），其中小学教师作者有 51 人，高校院所教师不

足 10人．这一领域的研究以马云鹏[78]为代表，探讨了深度

学习的内涵，建立了小学数学深度学习教学设计模式，提出

了聚焦深度学习的小学数学课堂变革的策略． 

分析文献后发现，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深度学习的概

念、内涵、特征、发生机制和一般的教学策略等基础研究方

面，深度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才刚刚起

步．下面将在思维品质视角下，探讨小学数学深度学习的内

涵、特征和教学策略． 

2  为什么小学数学教学要强调“深度学习” 

从一般意义上说，小学数学教学具有“小”“数”“学”

3 个特点．小，教学对象是 6 至 12 周岁的小学生，要基于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设计与实施教学．数，学习内

容是数学，教学要充分体现数学学科特点，把握数学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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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数学独特的育人功能．学，以学习为核心，体现教

师引导下的学生积极主动获得学习体验、建构新知的过

程．有人认为小学数学没有那么高深，小学数学教学需要强

调“深度学习”吗？ 

2.1  “深度学习”更注重教学本质 

学者周华杰[1]在反思信息化教学有效性时，曾揭示 4种

教学表象：为信息而信息；为技术而技术；为活动而活动；

为任务而任务．提出以下观点：一是信息不等于知识；二是

活动不等于理解；三是技术不等于教学；四是任务不等于智

慧．强调教学要走出浅层水平，引发学生深度思考，发展学

生高阶思维，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 

课程改革实践走过了十几年，审视当前的小学数学教

学，概括起来，依然存在以下 6种教学现象：一是教学内容

缺少整合，缺少有价值的核心问题对学生思维的挑战；二是

教学预设过度，依据教科书和教案控制学生的学习，教学缺

少开放性，学生思维受限；三是教学实施过于重视外在组织

形式、媒体手段和活动变化，忽视学生学习过程，抓不住数

学本质，教学不能针对目标精准发力；四是，小组学习存在

虚假合作现象，学生没有因为合作而变得更积极更主动，思

维没有变得全面和深刻；五是学生没能获得充足的探究时间

与空间，个性化学习方式与成果未能受到重视；六是教师缺

少思维训练的目标意识与可行技术．如何通过问题设计、情

境创设、课堂提问、问题解决、说理与反思等，让学生经历

“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类比与比较、迁移与类推、发

散与聚合、推理”等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思维品质

可以得到培养，培养到什么程度等，对如上问题缺少专业理

解．在强调数学生活化、问题情境化、学习活动化和方式个

性化的教学外部特征的时候，缺少了对数学教与学本质的关

注．已有研究表明，深度学习可以改变重形式、轻本质的教

学现象，成为撬动课堂变革的新支点． 

2.2  “深度学习”是落实学科核心素养之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标

准》）指出：“数学素养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所必备的基本

素养．数学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学科，一方面要使

学生掌握现代生活和学习中所需要的数学知识与技能，一方

面要充分发挥数学在培养人的科学推理和创新思维方面的

功能．”显然，《标准》中阐释的数学功能与深度学习的目标

高度吻合． 

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理论框架发布

后，数学学科核心素养正式作为改进并深化数学学科课程教

学改革的重要理论支撑．2015 年，张奠宙曾说：数学核心

素养包括“真、善、美”3个维度．（1）理解理性数学文明

的文化价值，体会数学真理的严谨性、精确性；（2）具备用

数学思想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3）能够欣

赏数学智慧之美，喜欢数学，热爱数学[9]．史宁中则从 3方

面提出了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及其培养途径：（1）数学抽象：

让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睛看”；（2）逻辑推理：让学生学

会“用数学的思维想”；（3）数学模型：让学生学会“用数

学的语言说”[10]．进一步，什么样的教学是有利于数学学

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教学？教学外在的表征应是真正引起教

与学方式的改变，其过程性特征应体现为《标准》中所言：

“激发学生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性，引发学生思考；学生应

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验证、推理、

计算、证明等活动过程．”其学习成就表现应该是《标准》

中所指：“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

想和方法，得到必要的数学思维训练，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

经验．”在此基础上，数学教学要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科

学推理与创新思维等高阶思维方面的培养做出积极回应．显

然，“浅层学习”无法达成这样的教学要求，“深度学习”成

为必然之需． 

3  如何理解“深度” 

3.1  “深度学习”的内涵 

仅就思维水平而言，深度学习与浅层学习相对，是一种

指向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高水平的认知活动．但是，基于前

文有关深度学习概念的界定以及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就深

度学习的全面理解来说，显然不只是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的程

度以及思维水平发展的程度，深度学习有着更全面的内

涵．美国休利特基金会 [11]（The William and Hewlett 

Foundation）从 6个维度界定了深度学习，分别是：核心概

念的掌握、批判性思考和问题解决、有效的交流、合作学习

能力、知道如何学习、学术思维．以此为参照，可从“深度”

一词切入来进一步理解小学数学课堂中的深度学习． 

“深度”表示深浅的程度，即向下或向里的距离．基于

这一本义，体现在小学数学内容编排上，表现为同一领域内

某一主题内容层级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以“分

数”为例（人教版），从“分数的初步认识”“分数的意义与

性质”到“分数的四则运算及应用”，是学习内容深度递增

的变化形态．以“分数的认识”为例，一般分两阶段编排来

认识分数，三年级上册编排的内容是“分数的初步认识”，

只出现单位“1”只有一个物体组成的内容；第二阶段，五

年级上册编排了“分数的意义和性质”，出现单位“1”有若

干个物体组成的内容；出现了分数的定义；编排了分数的加

减法．两阶段后，在六年级上册主要编排分数的运算，包括

分数乘法、分数除法、分数四则混合运算和应用，在运算与

应用中加深分数的认识．这一理解为基于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整体把握核心教学内容的主题和深度提供了支持． 

“深度”表示认识触及事物本质的程度．数学本质是对

数学是什么的回答．作为学科课程意义存在的数学是什么？

马云鹏[12]基于小学数学实际，给出了更为明确的数学本质

的分析维度，包括 4个方面：第一，数学知识的正确理解和

有效呈现；第二，小学数学核心概念的把握；第三，数学思

想方法的提炼；第四，数学文化的渗透．如何理解“认识触

及事物本质的程度”？布鲁姆将人的认知程度按照纵向做了

六层次水平划分．一般认为，“识记”和“理解”水平是浅

层学习，尚未触及本质；从转入“应用”开始，才具有深度

学习的意味，在此基础上，“分析”“评价”与“创造”水平

目标才有达成之可能，学习也随着认知层级的爬升而由表及

里触及本质．《标准》中使用了“了解（认识）、理解、掌握、

运用”等术语表述学习活动结果目标的不同水平，使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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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感受）、体验（体会）、探索”等术语表述学习活动过程

目标的不同程度．这为小学数学深度学习实践中对层级性的

理解、触及本质程度的把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将布鲁

姆认知六层次目标水平与《标准》中使用的目标水平表述对

比分析发现，深度学习认知水平对应《标准》中“体验、探

索”后达到的“掌握和运用”目标层次．此外，“深度”还

有事物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程度之意．基于此，为对比“浅层

学习”来理解“深度学习”提供了视角，为深度学习提供了

评价指标． 

3.2  “深度”相关概念的比较 

已有研究[1314]表明，深度学习之“深度”不仅是“深

度”字面之意，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深度学习之“深度”还

有以下丰富的内涵．一是难度，现实的、有意义的、富有挑

战性的问题为学生制造认知冲突，为深度学习创造条件提供

可能，是深度学习发生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参与度，学生是

否高度参与、是否公平参与、是否有效参与是深度学习发生

与否的重要过程性表征；三是广度，“以广度求深度、以深

度带广度”是深度学习之“深度”应有之意．深度学习从内

容的纵向深化到横向拓展，从思维的由浅入深到由窄及广，

都是深度学习之“深度”应有的目标追求；四是灵活度，抓

住本质，识破变式，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思维纵横驰骋，

问题解决策略多样，这是深度学习成效的重要表征． 

4  “深度学习”教学强调以思维品质培养为根 

在西方心理学界，首先提出思维品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

吉尔福特（J. P. Guilford）．他从思维品质入手，研究创造思

维和智力结构的，强调思维品质作为创造性因子．中国学者

朱智贤[15]认为：“思维品质的实质，是人思维能力差异的表

现，它在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和培养上具有重要意义．” 

怀特·威廉说：“数学是一门理性思维的科学．”可以说

数学的核心是思维．小学生在数学学习过程中，数学思维在

不断地发生与发展．由于学生个体的差异，表现出数学思维

水平（包括数学思维的质与量）的差异性．这种思维水平的

差异性是以数学思维品质为标志的．《标准》明确指出：“数

学在培养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表明了数学在人的思维能力培养方面有独特功能．思

维是人类的一种最高级的心理活动，而完成这种活动所必须

而且直接影响活动效率的则是思维品质[16]．林崇德[17]认为，

思维能力的高低是通过思维品质差异体现出来的，思维品质

的成分和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

性和敏捷性 5个方面．5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存于学生思维

发展过程之中．“思维的深刻性是一切思维品质的基础；思

维的灵活性和独创性是在深刻性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两个品

质，前者更具有广度和顺应性，后者较具有深度和新颖性；

思维的批判性是在深刻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质；思维的敏

捷性是以上述 4个思维品质为前提的，同时又是其它 4个品

质的具体表现．”[18]立足思维品质的培养，可以使以高阶思

维发展为目标的深度学习的教学有所抓手． 

4.1  思维品质的发展是“深度学习”的基础目标 

数学是人类思维的体操，数学教学必须以学生一定思维

能力或智力为基础，又促进他们的思维或智力的发展．思维

品质指的是思维的智力品质，小学数学深度学习教学中，理

解数学知识、掌握数学技能、积累数学活动经验等很重要，

但可理解为是促进学生智力发展的量变过程．重要的是智力

发展，具体表现为思维品质的发展，这是质变的过程，是深

度学习达成高阶思维发展目标的基础． 

4.2  思维品质的培养是教学目标达成的根本保障 

“通过深度学习的教学过程，学生掌握数学的核心知识，

经历有意义的学习过程，把握所学内容的数学本质，体验所

学内容的思维方法，促进学生关键品质与核心能力的发展，

形成积极的情感、态度，成为既具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

又有合作精神的学习者．”[7]要实现上述综合素养目标，需

要抓住根本．数学深度学习发生的前提就是“有挑战性的问

题”，学生思考的智力水平表征为思维品质，学生其他的诸

如知识的获得、探究过程的体验、关键能力的提升、情感态

度的发展等都要以数学思考为前提，并伴随思维品质形成与

发展的过程而形成与发展． 

以思维品质培养为根，可确保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有的放

矢、有章可循，以思维品质培养为抓手，可以深度解读教学

内容的思维品质培养之功能，可以有效监控教学过程的思维

品质培养之效果，可以在有根、有魂、有法的基础上，使深

度学习的理念转化为实践． 

5  促进“深度学习”发生的教学策略与建议 

5.1  确定适切的教学目标 

深度学习，在学生认知水平发展目标上指向学生的高阶

思维发展．但是学生思维发展水平具有阶段性、差异性和不

均衡性，为此，在教学目标确定上不要一味追求高标准、高

难度、高强度和贪多求全，要有针对性、选择性和层次性．以

课时目标确定为例，要做到“具体、适度、可行”，特别是

在“过程与方法”目标确定方面，要基于学生思维品质培养，

根据内容与学情，做具体的说明．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

根据学习实际对目标做出调整．如《比赛场次》（北师大版

六年级上册）教学目标：（1）在解决比赛场次问题的过程中，

初步体会用画图或列表的方法整理相关信息的作用；（2）会

用列表的方法整理实际问题中的信息，探索规律，寻找解决

问题的有效方法，能够与同学交流问题解决的过程；（3）进

一步积累问题解决的经验，增强问题解决的策略，获得问题

解决的体验． 

5.2  选择适度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要引发不同思维水平学生深度学习的

发生．对学生个体来说，太难或太易、过于单一和缺少变化

的数学问题都无法实现思维水平的发展和数学能力的提

高．教学内容选择依据两方面：一是依据教材内容编排体系，

基于知识间的联系与发展确定教学内容；二是依据学生的认

知水平实际和发展可能，基于高阶思维和关键能力发展目标

确定教学内容．《标准》指出：“内容的选择要贴近学生的实

际，有利于学生体验与理解、思考与探索⋯⋯课程内容的呈

现应注意层次性和多样性．”为此，从数学问题类型上来看，

要既有封闭题又有开放题；既要有常规数问题又要有非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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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既要关注数学与生活的联系，更要建立数学内部的联

系；既要有一个情境下的“问题群”，又要有一个问题的多

样化情境呈现．如一个长方体，长是 12 cm，宽是 6 cm，高

是 3 cm．（1）沿着长边把长方体切割成两个完全一样的长

方体，表面积增加多少平方厘米？（2）沿着宽边把长方体

切割成 3个完全一样的长方体，表面积增加多少平方厘米？

（3）把这个长方体切割成 3个完全一样的长方体，表面积增

加多少平方厘米？（开放题）（4）把这样两个长方体拼在一

起得到一个新的长方体，表面积减少多少平方厘米？（开放

题）再如，能够同时被 2、5、3整除的最小三位数是多少？

答案固定，但是方法多样．再如，找出圆的圆心．（1）找到

圆形纸片的圆心；（2）找到黑板上圆的圆心；（3）用多种方

法找到呼拉圈（实物）的圆心．（4）思考这些方法之间有什

么共性？不断变换问题情境挑战学生的思维，促使学生不断

改变问题解决方法，并深入思考方法间的关系． 

5.3  组织有效的学习活动 

让学生经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和学习反思的全过程．立足于学生“最近发展区”，在教师

的引导下，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比较、分类、

归纳、概括、猜测、实验、验证、计算、推理等活动过程[19]．在

问题解决过程中，学生理解了数学基础知识、掌握了数学基

本技能、感悟了数学基本思想、积累了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如

“三角形的内角和”一课，在等边三角形内角和是 180度的

知识基础上，通过三角形 3个内角的不断变化，学生发现：

3个内角不是同时变大、同时变小，而是有变大的，就有变

小的；进而提出猜想：三角形的内角和可能是不变的，所有

三角形的内角和都应该与等边三角形一样是 180 度．接下

来，通过实验操作来验证猜想．当然，问题解决式的学习不

是学生数学学习活动的全部，常规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

形成过程同样有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功能．如运用概念进行

判断；有条理地讲解算理；基于知识间的联系进行推理；灵

活地进行公式变式；合理地进行估算和简算等． 

凸显个性化的学习方式．真正的深度学习不是体现在学

生群体的思考上，而应体现在不同学生个性化的思考过程与

结果中，目的是使学生在行为参与、情感参与和认知参与中，

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数学思考方式与表达方式[20]．群体

不能替代个体．为此，教学中要给学生相对充足的时间与空

间，要让学生的个性化思维显性化．当学生个性化的思考呈

现出来后，一个问题就有了多个角度的思考、多种方法的解

决，接下来，教师引导学生面对差异性资源，在分析比较过

程中“求异、求同、求佳”，从而学生的各种思维品质得到

了发展． 

凸显数学本质，渗透数学思想．小学数学“深度学习”

的教学应该把握数学本质，突出知识理解，通过变式，在变

中抓不变，以不变应万变．具体地，如基本法则的学习，不

求全但求变，变中把握本质；基本知识的学习，不求全但求

联，联系中增进知识的理解；解决问题类学习，注重一题多

解，一题多法，一法多用．在上述过程中，学生在理解数学

知识、掌握数学基本技能的基础上，“受到数学思想方法的

熏陶，形成探索数学问题的兴趣与欲望，逐步发展数学思维

能力，进而奠定发展更高素质的基础．”[21] 

此外，教师要营造安全的、自由的、民主的、开放的、

对话的、合作的学习环境；教师要加强自身学科素养，提升

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意识和技术；要坚持厚基础的同时，

让学生经历有思维挑战的学习过程；要让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过程与结果获得鼓励，使学生产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建立学

好数学的信心． 

下面以人教版六年级“三角形数”一课的教学为例，综

合反映“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这节课的教学目标是：通

过操作与观察，理解三角形数的特征，发现三角形数列的规

律；能够判断一个数是否为三角形数，能够计算出指定的三

角形数． 

片断一：创设情境，引入新课． 

（2009 年湖北卷）古希腊人常常用石子在沙滩上摆成各

种形状来研究数，比如他们研

究过图 1 中的 1，3，6，10⋯⋯

由于这些数能够表示成三角

形，所以叫做三角形数；类似

的，图中的 1，4，9，16⋯⋯

这样的数为正方形数，下列数

中，既是三角形数，又是正方

形数的是（       ）． 

A．289   B．1 024   C．1 225  D．1 378 

片断二：探究三角形数的规律． 

1、学习要求：（1）按规律依次画出点子图；（2）列算

式分别计算出点子数；（3）同桌间说说你的发现． 

2、反馈． 

生：我发现了三角形数可以写成从 1 开始的连续自然数

的和；而且是第几个三角形数就从 1 加到几．（学生结合算

式与图讲解自己的发现） 

片断三：探究算法． 

1、自然数列求和． 

师：第 50 个三角形数是多少？如何计算呢？  

生：(1+50)×50÷2=51×25=1 275． 

生：第 50 个三角形数就是 50×51÷2． 

2、数形结合理解算法． 

片断四：拓展深化，再发现． 

师：289，1 024，1 225，1 378 哪个是三角形数？ 

生：把这 4 个数分别乘 2，看是不是两个连续自然数的

乘积． 

生：如果乘 2 后得到的数能够分解成两个连续自然数的

乘积，那这个数就是三角形数．只是分解时要多试一试．（学

生按此方法尝试，依然比较吃力） 

师：两个连续自然数相乘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不妨自

己在练习本上任意写出两个连续自然数乘一下，看积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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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学生任意写，汇报） 

生：我们发现乘积很有意思，我们试了这么多，好象末

尾只有“0”“2”“6”3 种数字． 

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连续自然数一对一对的全写

完，那我们如何来做呢?（师生交流，完成板书） 

1×2=2，2×3=6，3×4=12，4×5=20，5×6=30，6×7=42，

7×8=56，8×9=72，9×10=90，10×11=110，11×12=132⋯⋯（到

此出现了尾数循环，验证了发现．） 

生：把这 4 个数的尾数乘 2 后，只有 1 225 和 1 378 这

两个数的末尾数字乘 2 后出现了“0”和“6”．可以排除 289

和 1 024 这两个数． 

师：一个数乘 2 后，积的末尾是“0”“2”或“6”，它

一定就是三角形数吗？（引发学生再度深入思考⋯⋯） 

一道小学生可解的高考题，抓住了学生的好胜心理，引

起了学生的浓厚兴趣，挑战了学生的高阶思维，开启了学生

深度学习的大门；学生经历了个体独立思考的操作过程，对

问题的解决有了自己的体验与想法；学生反馈交流的过程中

有不同意见，有焦点争论；随着学习的展开，一个又一个新

的问题被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规律被发现．教师起到了问

题组织、指导探究、促进深度思考的作用；问题基本得到解

决后，教师与学生共同反思学习过程，又有新的疑问出

现⋯⋯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经历了抽象、推理、建模等思维

过程，建立了数学联系[22]，将数学方法、数学思想转化为

数学活动经验，内化为自己的思维品质，在此基础上，高阶

思维得到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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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inking Quality Cultivation, Exploring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Deep Learning” in Primary 
Mathematics 
CHENG Ming-xi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Jilin Changchun 130022, China) 

Abstract: To achieve deep learning of elementary mathematics, we were supposed to realize the practice from academic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s of deep learning, with the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nature and student difference and trait of thinking, we ascertain the proper teaching object, choose moderate teaching content, 
organize efficient learning activities, then make the mathematics learning become a real learning process based on understanding, 
which was a deep learning of learner-oriented high-level thinking development.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primary mathematics; thinking quality; teach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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