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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罗”记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

校校长，正高级教师，北京市化

学特级教师。教育部基础教育

课程教材专家委员会委员、全

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专家

组成员、国家教师教育课程资

源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普通高中

化学课程标准组核心成员、《化

学教育》编委。长期从事化学教

育、教师教育、科技教育、创新

教育和学校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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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后，试卷讲评时，常常听到学生无奈地说：这些知识我

都会，怎么解题时就想不到？老师一讲就明白，可是我自己怎样才

能想到呢？

听课时，常常听到老师说：这知识我都讲三遍了，你们怎么

还错啊？

一次到某校进行毕业年级的专题调研，一位主管领导说：我

们的老师特别投入、非常辛苦，但是现在的学生真不学，我们真

没办法。放学后老师陪着学生学到晚上七点，甚至九点。第二天

来了，再问，又忘了。

这些是现在很多学生、老师遇到的困惑和无奈。究其本

质，就是不理解、记不住，或者记住了、不会用，解题会用了又

无法迁移解决新的问题，还有就是没有兴趣，不想学、不爱学、

不会学。而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延长学习时间、反复讲解和重复

性解题训练能够解决的。2014年开始，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发展中心主持的“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构建了理论，探

索出实践模型，可以改善或解决这些问题。

深度学习让更多的学生精彩。学习的最终目标不是记住更

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技能，以此来获得中考和高考的高分，

而是为了获得未来进入社会后能够生存、能够参与社会活动、

能够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能够幸福生活的核心素养。具备

了这些素养，学生中考、高考的成绩也一定会更好。深度学习强

调，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进行

能够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的学习。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掌握学科的核心知识和技能，获得学科思想方法，

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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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学习：

从内容单元到学习单元
罗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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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者。学习的过程，让更多的学生精彩。

从内容单元到学习单元。深度学习倡导单元

学习。学习单元是指课程实施的单元，以学科核心

素养及其进阶发展为目标，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

整合，强调学习目标、学习情境、学习任务、学习活

动和学习评价的一致性。学习单元以主题为中心，

每一个学习单元通常需要若干课时完成。单元学

习主题是围绕学科某一核心内容组织起来的，它

是体现学科知识发展、学科思想与方法深化或丰

富认识世界的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参与学习活动、

促进学生持续发展的学习主题。单元学习是一组

彼此关联的、结构化的系列学习活动。

学习内容 分析是 合 理 设 计 学习单元的 前

提。深度学习要求整体把握学科体系，在准确把

握课程标准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教材内容及其所

承载的素养发展价值和社会应用价值，根据学

生实际情况，每学期整体设计学习单元，明确单

元主题。

有多种选择学习单元的思路，一是按照教科

书章节的主要内容来组织，与教科书编写的单元

或章节一致的单元主题，操作起来比较容易；二

是按照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进阶来组织，打通年

级甚至学段，同时考虑具体的学科学习内容，跨

教材单元、章节的相关内容整合的单元主题，这

对教师的要求较高；三是按主题性任务组织，主

题紧密关联本学科核心内容，又广泛连接学生的

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科技前沿等；四

是按真实情境下的学习任务跨学科组织，以发展

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技能和方法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教研共同体是设计学习单元的核心力量。在每

所学校，都应该有由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牵头组建的

教研共同体，可以是教研组，也可以是攻坚小团队，

这是一所学校重要的学术团队。可以在每个期末

用专门的时间共同研讨，确定每个年级新学期单元

学习主题，并以结构图等形式整体呈现单元之间的

关系、单元内的课时安排及课时之间的关联，做到

人人心中有数，也方便教师在假期备课。

如何确定单元学习主题？一是分析课程标准

及教材内容，梳理单元内容结构，找出单元学习内

容；二是分析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筛选单元学

习内容，初定单元学习主题；三是结合相关信息多

方论证，辨析单元学习价值，确定单元学习主题。

论证是一个重要环节，主要看主题的价值体现，

主题对落实课程标准的价值、对学生学科核心

素养及其进阶发展的价值、对学生学会学习的价

值，还要看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

单元学习主题的大小要适当。原则上4-10课

时为宜，太小难以成为主题，太大难以操作。在每

学期的实践之后，可反思、修正学习单元及其主

题。需要说明的是，单元学习主题涵盖学科核心

内容和大部分的内容，但不是所有的内容都必须

纳入单元学习主题，一部分内容可以用深度学习

的理念，支持学生进行自主性、实践性学习。

结构化的知识最有利于核心素养的发展，单

元学习超越了知识内容本身，是学科大观念下从

知识获取走向素养发展的关键，使学科核心素养

具体化，可培养、可干预、可评价。更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帮助学生解决记不住、不会用和不想学、

不会学的问题，特别是让学生获得可以面对不可

预知的未来的高级素养和全球化能力，在“学会”

和“会学”上都有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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