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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小学教育作为以课程学习为主线的教育，同时也肩负着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

解决复杂问题等深度学习能力从而为学生长远学习奠定基础的责任。在小学教育

阶段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浅层学习和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和实践误区，种

种现象表明小学生在深度学习方面表 现不佳。先学后教作为顺应新课程改革以

及核心素养时代的一种教学模式，因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能

力成为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者重点关注的创新路径之一，为学习科学领域深受关

注的深度学习研究创造了新的探索空间。本研究旨在通过解决以下三个问题来实

现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目的：进行先学后教的内涵是什么？HD 小学体现先学后

教理念的学习单设计是怎样的？如何判断先学后教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习？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法，对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进行深

入研究，分析其是否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习。本论文第一章是绪论，阐述了研究

背景和缘起、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设计与方法以及相关文献

研究这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二章在介绍 HD 小学学习单案例的基础上，分析得出

该小学“集体研讨，设计学习单；创设情境，明确教学目标；巧设问题、小组合

作探究，进入‘先学’；恰当引导，进入‘后教’；适度延伸，总结思考”的体

现先学后教理念的教学改革模式。第三章运用已有的深度学习评价指标体系，从

认知、动作技能、情感以及思维四个维度对 HD 小学学生深度学习情况进行调查

并对实施学习单前、后学生的表现进行了表征和分析。第四章得出研究结论与研

究局限。

关键词：先学后教；深度学习；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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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takes the curriculum study as the mainline
education, but also shoulder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olving complex problems and other deep learning
abilities,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long-term learning.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re are also some issues in reality
and mistakes in practice , such as shallow learning and become a mere
formality, all kinds of phenomena indicate that pupils do not perform well
in the aspect of deep learning.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as a
teaching mode conforming to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era of
core literacy, can cultivate students' high-leve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t has became one of innovation paths that education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focused on, also has created the new
exploration space for deep learning in the field of learning sci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students' deep learning by solving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what is the connotation of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What is the learning list design of HD primary school
that reflects the idea about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How to
judge that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has promoted students' deep
learning?

This essay adopts the case study method to conduct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learning list of HD primary school, which embodies the
concept of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to analyze whether it
promotes students' deep learning.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which describes the background and origin of the research, the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the defini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the
method and desig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cuments.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e teaching
reform mode of 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case of learning list in HD primary school, which is



IV

"brainstorming and designing the learning list ; setting up the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designing questions and
developing group cooperation study to enter 'learning first' ; guiding
properly and entering 'teaching behind' ; summarizing and thinking. " The
third chapter use the existing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eep learning to
investigate the deep learning situation of HD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form four dimensions of cognition, action skills, emotion and thinking.
Then characterizes and analyzes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which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ing of learning list. The fourth chapt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is paper.

Key words：Learning first and teaching behind ; Deep learning ;
High-level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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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及缘起

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小学阶段是义务教育的基础阶段，随着教育

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生的学习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在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浅层

学习和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和实践误区。因此，如何进行教学改革以实现学生深度

学习的问题就摆在了研究者面前。

1.1.1 核心素养对学生深度学习的要求

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提倡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实现学生对影响其终身发展的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的掌握。在

核心素养概念提出之前，我们提倡的是素质教育，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素质

教育好像走了样。现在教育呈现出学生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长远发展能力不足的样

态，一部分教师和学生都沉浸于高得分、高升学率等由浅层学习带来的即时满足感；

学生只关注成绩提高与否，不注重与其他方面的和谐发展而导致片面发展严重。虽

然教育工作者在不断地创新教学形式，但已有研究更多的是将注意力放在学生对知

识是否有效记忆、课程成绩是否明显提高等浅层学习能力方面，而较少注重对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解决复杂问题、批判性思考等深度学习能力的培养。

纵观已有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关注主体大多是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学生，作

为最基础阶段的小学生则成为被忽视的主体。教师通常认为，小学生在课程学习时

只能接受和处理一些简单知识，对于可以发展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课程学习则显得

力不从心，所以“理所应当”的对小学生深度学习情况不予以关注。目前许多小学

学校在核心素养理念的影响下在不断地进行课程改革研究，深入探索创新教学方式，

但是许多小学生课堂依然采用以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仅仅停留在对

知识简单记忆与理解的浅层学习上，对于发展学生自主学习、参与小组合作探究、

进行批判性思考、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知识的有意义构建等体现深度学习特征的关

注较少。因此，各小学要高度重视深度学习在小学生培养计划中的重要作用，立足

于小学生能力培养和长远发展去实施教学改革。

1.1.2 先学后教为深度学习提供了有效模式

课堂教学是我国小学生在学校生活的主体部分，是小学教育活动的最基本构成

部分。课堂教学可以使得小学生身心各方面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也是实现小学

生素质发展的重要途径。课堂教学改革对于师生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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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自己教学风格的教师，不仅要改变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

改变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等教育表面问题，还要深入到如何动摇固有的教

育观念并积极主动学习新教育理念等教育深层问题。先学后教作为我国本土生长的

教学模式，它是我国具有原创性的课堂教学改革行动，近年来也成为了基础教育领

域教学改革的热点与趋势。

“先学后教”作为一种带有草根性质的中国本土教学模式，其基本内涵在于改

变以往的“先教后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首先，学生针对自己学习实

况的自主学习可以发展其独立思考能力；其次，在参与小组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既能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又能在交流互助中提升其语言表达能

力、树立相互包容意识；再者，在学生探究合作时教师及时介入，点拨学生解决讨

论过程中的矛盾与争论，使学生在谈话中豁然开朗、实现知识构建，也正是这种“及

时雨”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最后，针对学生在先学中存在的困惑与问题，

教师展开“后教”，能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先学后教的这些旨趣与深度学习的本质

不谋而合，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模式。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以先学后教的旨趣与深度学习的本质相契合作为切入口，分析“先学后

教”这一教学理念的历史脉络和可行性、必要性、意义价值，总结国内开展先学后

教教学改革不同路径的经验，为实现学生深度学习探索有效途径。研究者通过构建

有助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先学后教教学新模式原型，为基础教育学校开展先学后

教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可以借鉴的教学模式，还为克服我国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

浅层学习和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和实际误区做出了贡献。

如今，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代重新框定了学习的内涵，对于知识获得有了更高

的要求。传统的学生被动接受、机械记忆、简单重复的学习方式已经在学习者个体

发展和社会发展中表现出种种弊端，虽然已经有许多针对学生深度学习情况的研究，

但在研究对象上关于小学生深度学习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实现小学生的深度学习

势在必行。本研究旨在论证先学后教这种教学改革对小学生深度学习的影响，在大

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深度学习的内涵、价值和意义，对学生认知、动作技

能、情感以及思维四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分析。

1.3 相关概念界定

1.3.1 先学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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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学后教的基本内涵在于改变以往的“先教后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积极主动地进行知识构建。关于“先学”，它具有以下特性：一是超前性，先

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在前，在充分激发学习兴趣的基础上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

自主探究。在明确的学习目标指导下，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对有序设置的学习

内容进行先学，这一阶段是以学生的独立自主学习与独立思考问题为主线的学习。

让学生在自己思考过后带着问题去听课、去学习，同时学生之间在小组内交流讨论、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使得学生实现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点的针对性学习

而提高学习质量，也使得教师在有针对性教学的基础上提高教学效果。二是独立性，

“先学”强调学生在教师的教学之前进行独立的学习，发挥学习的主体性作用，自

己解决能够解决的问题，逐步摆脱对教师的依赖但不是不需要教师；学生在独立开

展阅读、思考乃至作业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了自身的自主意识，提高了

自主学习能力，是以“学生为本”的真正体现。关于“后教”，不简单的只是在学

生预习之后教师再次对学生已经理解的文本知识进行重复讲解，而是对学习内容重

难点的点拨，鼓励学生之间的互教，在学生合作探究中予以引导辅助，培养学生高

阶思维能力，对学生经过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所不能理解的知识与不能解决的问题

进行有针对性的“后教”。

1.3.2 深度学习

要想深刻理解深度学习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理解与批判，其根本是

基于理解的深入反思，需要学习者动脑筋思考；联系与构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

具有联系性，知识也不能例外，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也要遵循这一规律，主动

发现、探究知识之间的关系，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要回顾一下以前学过的旧知识，

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要善于迁移掌握新知识，把知识联系起来，做到系统整合，建

构一张有机关联的知识网；迁移与应用，借助已经构建的知识体系，解决实际生活

中的具体问题，这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学到知识的标准。因此，深度学习的

基本内涵在于学习者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对知识批判思考，发现其中的联系而进

行有意义的整合建构，能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使学习者解决复杂问题、

批判性思考等高阶思维能力得到发展。

1.4 研究设计与方法

1.4.1 研究问题的确定

实施义务教育，就是在尊重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前提下使儿童能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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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在不断提升儿童素质的过程中，为国家培养现代

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奠定基础。在我们现阶段的小学教育实践中存在着浅层学

习和流于形式的现实问题和实际误区，这有悖于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培养的人不

仅要有知识，还要学会思考，具有合作和创新精神，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即实现学

生深度学习的培养目标。

核心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以及增强学生主体意识的要求使得常规教学模式捉

襟见肘。先学后教作为既能克服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学生被动学习、学习积极性不高

等弊端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发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的教学改革新模式，

具有使学生按照自己已有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验进行有方向学习的积极意义，具有

使教师的教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向上气质，是探索新的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小学教育

阶段教学模式的一种全新尝试。本研究的主要议题如下：

第一，梳理先学后教这种教学模式的历史脉络、理论内涵、实践经验以及 HD小

学先学后教模式的具体呈现——“学习单”等。

第二，通过呈现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实践，总结概括其

基本流程为“集体研讨，设计‘学习单’；创设情境，明确教学目标；巧设问题、

小组合作探究，进入‘先学’；恰当引导，进入‘后教’；适度延伸，总结思考”。

第三，厘清深度学习研究的缘起与进展，借鉴已有的深度学习评价体系对 HD 小

学实施“学习单”前后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

第四，先学后教模式的应用是否显著地促进了小学生的深度学习？其中包括两

个子问题：

1.从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三个维度对调查问卷进行分析处理。

2.根据对学生学习单中三个学习任务的文本数据分析来表征学生深度学习的思

维维度。

1.4.2 研究假设的提出

根据以上的分析，本研究的假设为：

第一，根据对问卷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学生在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

三个方面都明显的实现了高层次、高水平的发展。

第二，依据“学习任务一：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二：小组合作，成果展示”

和“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所得文本对学生思维维度分析，表明随着学生在 SOLO

思维层级的高层次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第三，先学后教显著促进了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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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研究方法的运用

本研究采用的是面向 HD 小学某班级的个案研究法。

1.4.3.1 文献研究法

笔者在研究初期，通过借助学校图书馆的图书资源以及中国知网的数字图书馆

资源，对“先学后教”以及“深度学习”的大量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梳理，对有关

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并整理出与此次论文写作相适合的材料，为本次研究提供参考

借鉴。在研究过程中，针对各阶段研究中存在的疑惑与问题又进行了相对的资料搜

集，为写作提供新思路。

1.4.3.2 案例分析法

为了更好地了解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改

革对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作用，笔者选择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该班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案例分析研究，以此为基础来总结先学后教模式的优点

和不足，了解其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作用。

1.4.3.3 问卷调查法

为深入了解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是否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的实际情况，笔者在“学习单”实施前、后分别对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做了两次

相关问卷调查。之后，笔者对前后两次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并运用相关软件对相依

样本进行处理，分析先学后教教学改革对于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效果。

1.4.4 研究对象的选择

本研究选取的实验对象为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该班学生的基本情况：全班

一共有 42 名同学，其中男生 20 名，女生 22 名。

1.5 相关研究综述

1.5.1 先学后教：历史流变与发展概况

近年来，很多学校都开始重视对“以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出发点”、“自

主探究”“合作学习”等新型教学理念的学习，并借助于这些理念来指导实施教学

改革。先学后教作为一种本土的教育改革模式自提出以来就受到国内教育界的广泛

关注。这种在时空上打破传统课堂教学顺序的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风靡国

外的“翻转课堂”，只不过后者更多的借助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学生的自主高效学习。

在我国，许多一线教师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入总结：它改变了传统

的“先教后学”模式，使得学生从教师的全堂灌输中跳出来，让学生成为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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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体；学生在自己已有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独立思考、合作探究以展开

自主“先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提升自学效

果；教师从讲授者的角色转换为辅助者，充当学生学习的“加油站”，在学生展开

合作探究的时候从旁指导，对学生的成果展示予以评价总结，针对学生在自主学习

和合作探究中存在的疑惑以及交流后仍然不懂的问题展开“后教”。

总之，国内关于“先学后教”的理论内涵、价值分析已经进入了相对丰富、全

面的阶段，从理论上说明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实践方面，国内诸多院校依托先

学后教理念尝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进行教学改革，在学生根据自身掌握知识的实际

情况展开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发现问题、合作探究、解决问题和教师有针对性教

学的基础上构建出师生共同发展的和谐、高效课堂。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有：洋思中

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东庐中学以“讲学稿”为载体的“教学合

一”教学改革以及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

1.5.2 深度学习：发展轨迹与研究概览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瑞典教育心理学家、哥德堡大学的马顿（Marton）

和塞里欧（Saljo）发现瑞典大学生在阅读学术论文采取的学习策略不尽相同，两位

教授通过探究提出学生学习可分为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两种
①
。多年来，国外学术界

对于深度学习的探究逐渐向深入发展，概括而言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对深

度学习的内涵探讨，以理解为基础、以高阶思维能力为核心是学术界对深度学习的

共性认识，学生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可以把知识联系起来进行有意义学习，能够主

动进行知识构建，能运用知识解决复杂问题；策略研究，国外学者通过对深度学习

和浅层学习在选取学习方法、开展学习过程以及获得学习结果等方面的比较，来总

结深度学习的学习策略，还有的学者对深度学习的策略体系化，归纳得出深度学习

七步骤模型；还有就是其对学习质量结果的影响，国外学者通过运用专业检测模型

对学生深度学习时采用的文本资料进行了精细计算与周密分析，得出深度学习能够

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深度学习状态下的学习结果是高质量的。

我国学者黎加厚教授通过借鉴国外学者对深度学习概念的探究，在 2005 年发表

一篇题为“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文章，首次涉及深度学习。此后国内对深度学习

持续关注，新的学术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了。研究内容有：内涵分析，认为深度学

习不是对知识的被动接受与简单重复，不是对知识体系的盲目填充与机械记忆，在

①
段金菊.学习科学视域下的 e-Learning 深度学习研究.远程教育杂志,2013,04,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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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都认为深度学习是基于理解、落实于发展高阶思维能力的学习；策略研究，

主要有创设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教学情境、开展信息技术支持的课堂教学、明确培

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组织小组合作等课堂探究活动、采取对学生发展

关注的过程性评价方法等等；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张浩

等人基于学习目标的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三维体系，把深度学习核心要求的高

阶思维能力发展融入其中，构建了认知、动作技能、情感和思维结构四位一体的评

价体系。

1.5.3 已有研究的贡献和不足

1.5.3.1 先学后教的贡献和不足

目前“先学后教”这种模式在国内的关注度很高，这一话题一直深受学者们关

注，也引发了专家和一线教师的深入探究，因此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多，教研论

文总数较多，可见这种模式是一个研究热点。“先学后教”作为我国本土独具魅力

的教学改革模式，在研究者的深入研究下其理论研究已经逐渐完善与成熟，同时在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探究也层出不穷，面对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新要求，各学校积极运

用先学后教来进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都为先学后教的深入研究奠

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根基。

国内以“先学后教”作为改革主题的学校几乎都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创建了属于每个学校独特的教学模式，这些学校的率先探索虽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

作用，使得教师的教学实践可以有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为教师提供教学改革的方向

和方法，但也导致片面模仿、缺乏创新，使教学成为机械的操作。先学后教倡导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需要学生思考反思。在实践中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在此前提

下展开的合作学习也犹如无源之水，学生之间的“合作”只停留在表面的“合坐”，

各成员无法把自己的疑虑和争议表达出来进行头脑风暴，也无法就新知识展开有深

度的讨论与互动，这使得小组合作最重要的探究活动有名无实，组织小组合作的意

义也就荡然无存。

1.5.3.2 深度学习的贡献和不足

我国对深度学习的学术研究在持续开展，研究者对深度学习的理论本质、特征、

价值意义等已基本廓清，各个教育阶段尤其是基础教育对深度学习深刻重视，各中

小学也在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摸索前进，探索在教学实践中落实深度学习的具体路径。

但我国对深度学习的探究历史较短，因此其理论与实践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

国内对深度学习的认识存在仅局限于表层的问题，学者们应致力于促进深度学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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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完善与成熟，根据其促进学生解决复杂问题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提高的本质，

建立深入、全面、科学的深度学习理论体系。同时现阶段仍然有许多教师只重视学

生学习成绩是否提高，看重分数与升学率，作为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发展情况进行

价值判断的深度学习评价也有很大的探索空间。虽然已经有学校认识到深度学习的

优势，但教育实践仍然缺乏对深度学习的验证探索，学校应贯彻落实国家要求以学

生为本、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标准的政策措施，鼓励教师跳出传统教育的束缚积极进

行教学改革，牢固树立深度学习理念，在教学中把培养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作为教学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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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 HD 小学学习单教学实践

HD 小学自建校以来，在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学校高起点、高品位、快速度

发展，在建校之初就提出“情智教育”的办学理念，并以“情智教育，成就未来”

为培养出发点，实现对学校教育的一种内在超越。通过“三三联手”，实现教学资

源的最大化、最优化，打造小班化精品学校。HD 小学牢固树立“环境一流、设备一

流、理念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质量一流”的奋斗目标，全校师生共同致力

于把学校建成教师素质优秀、学生全面发展、教学质量上乘的小学，打造一所全面

发展、内涵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学校。在校长和区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积极

组织学校教师学习新课程理念、邀请专家进校助力青年教师成长、教师一起研课备

课、组织不同科目的教材专项培训等等，其中关于教学方面比较重要的改革尝试就

是设计并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

2.1HD 小学的学习单教学案例展示

该校教师从学生核心素养出发，认识到学习单可以明确教学目标，为学生开展

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提示方向和重点，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积极主动投入到学习

活动中，学生在自己已有学习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结构性的学习。教师

课后收集学生使用后的学习单可以了解学生探究知识的思维过程、明确学生对知识

的掌握程度，也成为教师教学反思和开展下一步教学的重要依据。学习单引导老师

们关注学生学习过程的过程性教学，落实形成性评价，使教学面向全体学生，为学

生以及教师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路径。本次研究是基于 HD 小学某班级的数学教师在

教学中根据具体教学内容设计的学习单开展的。

2.1.1 案例一：《解决问题的策略》

本节课来自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上册，刘老师和该年级数学教研组的其他教师一

起结合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本年级学生认知水平，设计了

如下表所示的学习单并展开教学。

教学目标：让学生经历用一一列举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认识一一列举的

特点：不重复、不遗漏；能够运用一一列举策略解决实际问题，感知一一列举策略

的价值；培养学生自主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

教学重难点：运用一一列举策略解决实际问题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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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解决问题的策略——一一列举》学习单

解决问题的策略——一一列举

学习任务一：创设情境，自主探究

规则一：靶纸共三圈，投中内圈得 10 环，投中中圈得 8环，投中外圈得 6环。

规则二：没投在圈内可以再投。

小华投中一次，可能得到多少环？（要求列举出所有可能的答案）

学习任务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用 22 根 1 米长的木条围成一个长方形花圃，可以怎么围？怎样围面积最大？

思考：比较每一种围法它们的长、宽和面积之间的关系，你有什么发现？

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

班级准备订阅《科学世界》、《七彩文学》、《数学乐园》这几本杂志，由于

经费有限，所以至少订阅 1本，最多订阅 3本，你帮班主任老师提个建议看有多少

种不同的订阅方法？

2.1.1.1 教学片段一：创设情境，自主探究

刘老师以代表不同环数的投靶纸环数多样性为例导入，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

展开思考、自主探究，体验什么是有序列举，初步感知一一列举。

师：同学们，上周末刘老师和家人去游乐场玩，在游戏中老师发现好多有趣的

数学问题，下面老师和同学们分享其中一个，希望同学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去解决这个问题。

生：（热情高涨，齐声回答）好！

师：有一个游戏是这样设计的：靶纸共三圈，投中内圈得 10 环，投中中圈得 8

环，投中外圈得 6 环，没投在圈内可以再投。小华投中一次，那么他可能得到多少

环？

生：（大部分学生回答）有三种情况，分别可能是 10 环、8环、6环。

师：嗯，为什么列出三种呢？

生：因为题目中要求是列出所有可能的答案。

师：嗯，看来我们班同学都认真思考了，并列举出小华中多少环的所有可能答

案。其他部分没有把全部情况都列举出来的同学也不要着急，老师相信通过下面的

学习你们也可以学会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2.1.1.2 教学片段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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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新知时，教师通过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明确教学目标的前

提下提出问题，组织学生展开小组合作、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师：王大叔买了木条打算围花圃，那么他在想什么呢？（从学生角度提出问题）

生 1：他在想“该怎么围”。

生 2：他在想“怎么围能种最多的花”。

生 2：他在想“怎么围能使花圃的面积最大”。

师：同学们提出了王大叔的疑问，那么要想知道怎么围，必须知道它的长和宽。

下面就请同学们通过画一画、算一算、观察讨论来完成学习单中任务二的第一个问

题：用 22 根 1 米长的木条围成一个长方形花圃，可以怎么围？

生 1：可以这么围，长 10 米宽 1米

生 2：可以这么围，长 12 米宽 10 米

这时，有学生产生异议：这样做不对，王大叔围长方形花园用 22 根一米的木条，

也就是花园的周长是 22 米，可是他这么围一边长 12 米，一边长 10 米，只有两条边，

长方形不完整。

师：对，长方形有两组长和宽，在这里长方形花圃的周长=22×1=22（米），也

就是（长+宽）×2=22（米），所以长+宽=22÷2=11（米）。

生 3：可以这么围，长 7米，宽 4米

......

师：学生 1和学生 3的围法有什么不同呢？

生：周长都是 22 米，一组长和宽是 11 米，但围法不一样。

师：是的，老师刚刚也发现同学们的围法不一样，不同的围法产生不同的面积。

那么到底怎么围能使花圃的面积最大呢？现在就请同学们展开小组合作来探究“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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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围面积最大”这个问题。

生进行小组合作，教师走动巡视指导学生并请学生展示小组合作成果。

小组代表 1：我们小组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

22÷2=11（米）

1×10=10（平方米）2×9=18（平方米）3×8=24（平方米）4×7=28（平方米）

5×6=30（平方米）

所以，长为 6米、宽为 5米时，长方形花圃的面积最大。

小组代表 2：我们小组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

22÷2=11（米）

所以，长为 6米、宽为 5米时，长方形花圃的面积最大。

小组代表 3：我们小组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

22÷2=11（米）

1×10=10（平方米）2×9=18（平方米）3×8=24（平方米）4×7=28（平方米）

5×6=30（平方米）6×5=30（平方米）7×4=28（平方米） 8×3=24（平方米）

9×2=18（平方米）10×1=10（平方米）

所以，长为 6米、宽为 5米时，长方形花圃的面积最大。

小组代表 4：我们小组的讨论结果是这样的：

6×5=30（平方米）

所以，长为 6米、宽为 5米时，长方形花圃的面积最大。

师：各组的同学都积极参与小组合作，思考问题，采用不同的方式得出了相同

的结论：当长方形花圃的长为 6米，宽为 5米时，花圃的面积最大。 （用多媒体展

示小组学习单）请同学们认真观察以上几个小组的学习单，你有什么想说的?

生 1：小组 1和小组 2分别采用列算式和列表格的方式。

生 2：小组 3有一部分重复列举。

生 3：小组 4是直接得出结果，没有列出全部。

师:同学们真是善于观察，是的，有的小组重复列举，有的小组没有列全，那么

长（米） 10 9 8 7 6

宽（米） 1 2 3 4 5

面积（平

方米）

10 18 24 2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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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认为哪种方式最方便，最简洁？

生：第一种和第二种。

师：为什么呢？

生：这两种方法列出了所有的情况，没有重复，没有漏掉，直接明了。

师：对，我们把这种不重复、不遗漏地有序一一列举出所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叫

作一一列举。同学们，请大家继续思考：比较每一种围法它们的长、宽和面积之间

的关系，你有什么发现？

生 1：长越来越大，宽越来越小，面积越来越大。

生 2：长、宽相差越小，面积越大。

师：正如上面同学们展示，有序一一列举可以从大到小开始也可以从小到大开

始，我们可以发现：当长方形长和宽相差越小，直到长不能比宽小了，列举就该结

束了，长方形的面积就最大了。

在这一环节教师引导学生理解木条的总长度是不变的，围成长方形的长和宽的

数量是可变的，长方形的长有多种，每一条长都有相应的宽，每种围法都有其面积，

激发了学生产生用一一列举的策略解决问题的学习动机。在组织小组合作探究的过

程中，教师紧紧抓住“怎么围面积最大”这一问题，帮助学生明白各种围法可以按

照宽或长的米数从小到大或从大到小有序地列举出来。在让学生发现长、宽与面积

关系规律的过程中，发展批判思考能力。

2.1.1.3 教学片段三：总结延伸，课后探究

教师在学生已经掌握一一列举策略、初步练习课本习题巩固知识的情况下，引

导学生回顾这节课的学习过程，自己总结本节课教学重点。同学们都跃跃欲试，在

热烈、愉快的气氛中把这节课的教学推向了高潮，达到了“课结束，趣尤存”的良

好氛围。同时教师布置课后思考题引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思考。

师：同学们，请你们说一说这节课有什么收获？

生：这节课我学会了用一一列举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生：这节课我学会了不遗漏、不重复地把符合要求的解决问题情况都列举出来。

......

师：说的真好，老师发现我们班的同学上课认真观察、积极参与探究、主动发

言、能总结自己学到的知识，这些都是值得表扬的，希望同学们要继续发扬这种优

秀品质，且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一一列举去解决问题。请同学们课后认真思考完

成学习单中的任务三：班级准备订阅《科学世界》、《七彩文学》、《数学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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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杂志，由于经费有限，所以至少订阅 1本，最多订阅 3本，你帮班主任老师

提个建议看有多少种不同的订阅方法？

本节课，刘老师精心设计“学习单”，课堂构思巧妙，学生积极配合，踊跃发

言，教师评价及时到位，帮助学生从解决问题的表象深入到问题解决策略的本质，

在一定成程度上促进了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提高。

2.1.2 案例二：《认识小数》

本节课同样来自苏教版五年级数学上册，刘老师和五年级数学教研组的其他教

师一起结合教学内目标、教学重难点、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五年级学生认知水平，

设计了如下表所示的学习单并展开教学。

教学目标：结合具体情境认识小数，知道以元为单位，以米为单位小数的实际

意义，知道十分之几可以用一位小数（零点几）表示，百分之几可以用两位小数（零

点几几）表示；能识别小数，会读写小数；学生的数字敏感度得到培养。

教学重难点：理解小数的含义；认、读、写小数部分不超过两位的小数。

表 2.2《认识小数》学习单

认识小数

学习任务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昨天乐乐去晨光文具店买文具，他看到门口贴着当天特价文具信息：钢笔每支

2.6 元，书包每只 20 元，文具盒每只 12 元，墨水每瓶 1.5 元，铅笔每支 0.3 元，笔

记本每本 3元。请大家根据标价给这些文具分分类。

提问：为什么这样分？它们有什么不同呢？

学习任务二：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

1.试着读一读下面两组小数

2.6、1.5、0.3 以及 46.5、23.15、15.39

2.书桌的长和宽分别是 51 厘米和 42 厘米，你能用米表示吗？

51 厘米是 米，还可以写成 米，读作： 写作：

42 厘米是 米，还可以写成 米，读作： 写作：

3.8 角是 元，还可以写成 元，

1元 2角可以写成 元，3元 6角可以写成 元

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

丽丽的身高是 98 厘米，用米作单位怎么表示呢？读作什么？而亮亮的身高是 1

米 20 厘米，想一想用米作单位怎样表示呢？为什么？



第二章 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 HD 小学学习单教学实践

15

2.1.2.1 教学片段一：创设情境，提出问题

刘老师通过用去文具店看到当天的特价文具价格信息来创设情境，让学生从司空

见惯的生活现象中发现数学问题，在数学学习中掌握生活技巧。在引出小数时，刘

老师让学生观察文具价格的数字，对给出的数字分分类，学生因为不认识而对这些

数字产生兴趣，并将这些陌生的数字与已经认识的数字区分开来，了解到这些不同

的数叫做小数。

师：昨天乐乐去晨光文具店买文具，他看到门口贴着当天特价文具的信息：钢

笔每支 2.6 元，书包每只 20 元，文具盒每只 12 元，墨水每瓶 1.5 元，铅笔每支 0.3

元，笔记本每本 3元。请同学们根据标价给这些文具分分类？

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展示学生在学习单上的分法：

书包：20 元，文具盒：12 元，笔记本：3元

钢笔：2.6 元，墨水：1.5 元，铅笔：0.3 元

师：为什么要这样分呢？这些数字有什么不同？

生：因为上面那一组数字都是整数，而下面一组数字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

师：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都发现了这两种数字的不同。那么，这一组中间都

有一个小圆点的数字就是我们今天要在数字王国里新添的成员——小数，像 2.6、1.5、

0.3 这样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的数就叫做“小数”。

2.1.2.2 教学片段二：小组合作，解决问题

教师通过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初步感知小数的存在。这时候

提出一系列问题，组织学生展开小组合作、引导学生主动探究。

师：同学们，刚刚我们说到把这种中间都有一个小圆点的数就叫做“小数”，

那么请同学们思考并讨论这些小数怎么读？46.5、23.15 以及 15.39 该怎么读？

学生以四人为小组展开讨论，教师从旁引导。

小组 1: 2.6 读作：二点六 1.5 读作：一点五 0.3 读作：零点三

46.5 读作：四十六点五 23.15 读作：二十三点十五

15.39 读作：十五点三十九

小组 2：2.6 读作：二点六 1.5 读作：一点五 0.3 读作：零点三

46.5 读作：四六点五 23.15 读作：二三点一五

15.39 读作：一五点三九

小组 3：2.6 读作：二点六 1.5 读作：一点五 0.3 读作：零点三

46.5 读作:四十六点五 23.15 读作:二十三点一五



先学后教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个案研究——以 HD小学的学习单为例

16

15.39 读作:十五点三九

师：同学们经过讨论都得出了结论，那请大家观察这三个小组的读法你能找到

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生 1：这三个小组在读前面三个小数时都是一样的读法，不一样的是后面三个数

的读法。

生 2：第一排数的读法都一样，第一组在读第二排的小数时是把小圆点前、后的

数字都按照整数读法来读的，第二组是直接把所有的数逐个读出来，第三组是把小

圆点前面的数字按照整数读法读出来，圆点后面的数字逐个读出来。

师：（评价）这位同学观察总结的特别正确，请大家为他加油鼓掌。

师：(引导学生总结得出)小数一共由三部分组成，读小数时，先看圆点的位置，

再将圆点前面的数用整数读法读出，这个圆点就叫作‘小数点’，读作“点”，最

后将这个圆点后面的数直接逐个读出。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后学会正确读小数，并请学生读大屏幕显示的小数以巩固学

生对小数读法的掌握。

师：那同学们，你们会写小数吗？请同学们试着写一写课本练习的小数。

生展示：七点一八 写作：7.18

十四点零九 写作：14.09

二十点三五 写作：20.35

在学生初步会写小数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总结出小数写法的规律：写小数

时，要先写整数部分，再写小数点，最后写小数部分。

师：同学们都已经学会正确读写小数，请同学们通过小组合作完成任务二中的 2

小题。

生讨论：把一米平均分成 10 份，每份是 1分米，用分数表示就是 10
1

米，还可

以用小数表示为 0.1 米。把一米平均分成 100 份，每份是 1厘米，用分数表示就是 100
1

米，还可以用小数表示为 0.01 米。

所以，51 厘米就是把 1米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51 份，用分数表示就是 100
51

米，还可以用小数写成 0.51 米，读作：零点五一 写作：0.51

42 厘米是把 1 米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42 份，用分数表示就是 100
42

米，

还可以用小数写成 0.42 米，读作：零点四二 写作：0.42

师：通过上面的练习你发现了什么？

生：如果用分数表示是百分之几，那么它可以用小数写成零点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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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的，同学们的总结很正确。那 6分米是几分之几米？写成小数是多少米？

生：6 分米是把 1米平均分成 10 份，取其中的 6份，用分数表示就是 10
6
米，写

成小数就是 0.6 米。

师：这一次你又能发现什么？

生：如果用分数表示是十分之几，那么它可以用小数写成零点几。

师：所以，我们可以把十分之几写成零点几，把百分之几写成零点几几。

师：请同学们运用前面已经掌握的知识完成任务二中的 3小题。

生：8角是 10
8

元，还可以写成 0.8 元，

1元 2角可以写成 1.2 元,3 元 6 角可以写成 3.6 元

师：为什么 8 角就是十分之八元呢？为什么 0.8 元的小数点左边要写零呢？那

么 1.2 元和 3.6 元的小数点左边为什么就不写 0呢？

生：因为把一元平均分成 10 份，取其中的一份就是 1角，用分数表示就是 10
1

元，

8角就是取其中 8份，用分数表示就是 10
8

元，小数就写成 0.8。0.8 小于 1，所以小

数点左边要加 0,1.2 和 3.6 都大于 1，所以小数点左边不写 0。

在这一环节，教师充分让学生发言，通过让学生猜想、尝试的方式来引导学生

学会小数的读法、写法并及时巩固。联系生活实际，引申到以米、元为单位的小数。

为了让学生认识到小数其实就是十进分数，教师让学生小组讨论 51 厘米和 42 厘米

分别用分数怎么表示，用小数怎么表示。学生借助米尺和已知的米、分米、厘米之

间的进率，用十分之几米表示几分米，进而引出零点几米的小数。初步感知小数与

整数、分数之间的密切联系，理解小数的含义，实现知识体系的有意义构建。对以

元为单位小数的认识，在教师的反思和追问下，学生不仅理解了一位小数的含义，

而且也自然而然地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小数都比整数小。

2.1.2.3 教学片段三：总结延伸，课后探究

教师在学生已经学会认、读、写小数，初步练习课本习题巩固知识的情况下，

引导学生回顾这节课的学习过程，自己总结本节课教学重点。同时布置课后思考题

引发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思考。

师：同学们，回顾本节课你们学到了什么？

生 1：通过这节课，我学会了认、读、写小数。

生 2：还学会用元、角、分和米、分米、厘米来表示小数。

生 3：我还学会把十分之几写成零点几，把百分之几写成零点几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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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看来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收获颇丰。那么，就请同学们在课后认真思

考完成学习单中的任务三：丽丽的身高是 98 厘米，用米作单位怎么表示呢？读作什

么？而亮亮的身高是 1米 20 厘米，想一想用米作单位怎样表示呢？为什么？

整节课教师适时地运用有意义学习的方式，组织学生围绕学习单任务开展必要

的合作学习，让学生自主思考、交流讨论，理解小数的含义，能够正确地认、读、

写小数，在课后思考题进一步拓展小数的意义，为下节课教学做准备，培养学生反

思知识、深化理解的能力。

根据上面展示的学习单案例可以看出，HD 小学在数学教学中设计和实施的学习

单，是教师合理、恰当地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把教学内容分层次、有梯度的细化到每

个学习任务中，通过细化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明确学习目标以及知识的重难点。

这份学习单在课前会被分发到学生手中，学生依据学习单和自己的学习进度展开自

主学习，课上教师通过创设教学情境提出问题，学生在自学的基础上展开小组合作

探究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做题解题而是要求学生产生思考再研究

探讨，当然教师要关注学生“先学”的过程，从旁指导点拨。教师依据学生自学和

合作学习对知识内化的情况对学生展开有针对性的“后教”，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HD 小学的学习单设计是“先学后教”理念的真实体现，是将教与学有机结合贯穿于

整堂课的主线。

2.2HD 小学学习单的实施流程

“备好每一节课，让学生爱上我的每一节课”，这是实习过程中刘老师经常说

的一句话。在交流中她提到“为了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核心素养，设计和实施每

一份学习单对于全体教师而言都是一种挑战和尝试，每一次都是经过‘千锤万炼’

才投入到教学中的。如何结合学生实际情况高效备课，如何运用学习单引导学生在

课前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如何组织学生在小组合作中主动探究、深度思考、

相互交流，如何有效利用学生在课堂上的生成资源，如何呈现本节课的重难点等等，

都需要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每一份学习单都是教师们的心血。”笔者在观课以及

参与教研过程中总结出 HD 小学学习单的实施流程。

2.2.1 集体研讨，设计学习单

HD 小学“学习单”设计重视集体研讨，基本程序概括而言就是“集体研讨——

确定内容——个人初备——再集体研讨——修订改正——正式成文”，其整体理念

是“以生为本”，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学期初教研组长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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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级全体数学教师就该学期教学内容进行整体分析与规化，教师们互相提出自己

的意见交流，明确教学目标和每节课的教学重、难点，为设计学习单做好充足的准

备。之后，教研组长把不同的教学内容分发给每个教师，安排教师轮流设计学习单，

主备教师根据教学内容以及其他教师对本节内容教学的建议结合自己的教学风格初

步进行设计。再召开集体教研会，其他组员针对该教师的初稿提出修改意见，主备

教师依此再做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发放给学生使用的学习单文本。学校试图借助

学习单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拐杖，充分利用学习单导学、导思以及导练的优点，

培养学生坚持预习、独立思考、发现问题、主动探究、解决问题等深度学习习惯，

强调学生在自己发现知识、主动学习、解决问题的知识探究过程中，由被动接受变

为主动获得，体会学习“主人翁”角色的成就感。

2.2.2 创设情境，明确教学目标

HD 小学在学习单的设计中，把创设情境放在课的开始去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

导学生主动运用学习单进行有目的的学习。HD 小学在创设问题情境时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材内容需要挖掘现实生活资源；其次，实现情境创设

的形象性和问题性，该校教师在创设教学情境时，既体现了感性的、可见的、摸得

着的，又体现了形象的、具体的，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提升想象力的过程，

在情境中内含具有目的性的问题引发学生思考、建构知识体系；最后，在该校“情

智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教师在进行学习单设计时充分融入感情，试图引起学生的

情感共鸣。

例如：在进行《认识小数》的学习单设计中，教师在学习任务一中提出“昨天

乐乐去晨光文具店买文具，他看到门口贴着当天特价文具的信息：钢笔每支 2.6 元，

书包每只 20 元，文具盒每只 12 元，墨水每瓶 1.5 元，铅笔每支 0.3 元，笔记本每

本 3 元。请大家根据标价给这些文具分分类？”教师并没有直白的告诉学生这节课

我们要学习“认识小数”，而是通过创设这样一个与学生日常生活相贴近的问题情

境，刺激和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这也正是实现学生有意义学

习的前提。同时，在这样的一个场景设计中，教学重点落在“为什么这样分？它们

有什么不同呢？”这样的数学问题上，促使学生主动运用已有的经验进行思考，顺

利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应用。

比较常用的适用于不同教学内容、完成不同教学目标的情境有：问题教学情境、

合作学习教学情境、探究教学情境。问题教学情境是依据教学内容以及具体学习任

务，预设学生在学习中可能存在的疑惑，选择恰当的问题背景，针对教学内容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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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梯度提供学习资源，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习得新知。合作学习教学情境是

以小组合作探究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教学情境，要选择组织合作学习必要的内容，以

组内异质为原则提前对学生进行分组安排，保证学生合作交流的时间和空间，让学

生在合作探讨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探究教学情境是以探究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的教

学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提出假设、深入探究、得出结论，让学生在探究的过

程中习得知识。

2.2.3 巧设问题、小组合作探究，进入“先学”

在学生经历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已经获得一部分新知识，情境创设

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基础上，教师根据教学目标把需要小组合作获得的教学内

容设计成一系列相关问题，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入“先学”阶段。学生毕

竟是发展中的个体，不同学生由于认知建构和思维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导致其在“先

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往往不一样。此时，教师并不急于施教，而是继续把

课堂时空交给学生，组织学生在独立自学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合作学习，在

时间维度上依然领先于教师的教。小组建制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

每组规模控制在 3-5 人，并在每组中推选出一个小组长，组内成员之间集思广益、

解疑答惑、求同存异，彼此通过交流、协作能够解决部分组内单个成员在自学中遇

到的疑难和问题。在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教师要深入到小组中去，倾听

小组的交流，及时发现共性问题，同时当好顾问、参谋和合作者的角色。

例如：在《梯形的面积》教学中，教师巧妙地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尝试将

梯形转化成我们学过的图形”；“梯形的面积与转化后图形的面积之间的关系”；

“我是如何转化的？转化成什么图形？”“如何计算梯形的面积”，让学生开展小

组合作。在学生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教师发现：大部分学生能够积极思考，发表自己

的看法，能运用已经掌握的其他图形面积公式进行知识迁移，对教师提出的问题展

开讨论。并且很多小组都选择用画图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维过程得出结论。之后

教师把不同小组的转换方法用多媒体设备展示给全班学生。

A B A B F

C D C D

图 2.1 把梯形剪拼成三角形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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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把梯形剪成平行四边形

图 2.3 把梯形分割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和三角形

不难看出，学习单的设计与实施把课堂打造成了高效的学习场域，学生的多维

能力和思维品质也能在此中得到有效的培育发展。学生个体自学有利于其学习责任

感、自主学习能力、信息检索能力、时间管理能力、自我评价能力、反思品质和探

究精神等的生成和发展。小组合作学习能够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沟通交流、语言表达、

组织协调等多维能力，组内同学对于同一问题的多元见解，即便是不成熟的，哪怕

是错误的，在彼此的合作争议中也有利于对学生批判思维、理解精神与宽容意识的

培养。需要说明的是，在“先学”过程中，有部分学生通过自学能够完全掌握教学

内容，在组内合作学习中扮演“小先生”角色，面向其他同学讲解示范，这既是一

个思维外化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剖析和更新完善的过程。

2.2.4 恰当引导，进入“后教”

学生在经历“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展示”的过程后，实现了对知识

体系的有意义建构，同时也能通过教师和同学们的反馈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这个

时候教师在学生处于“愤”、“悱”的状态下，针对学生的疑惑和问题进入“后教”

阶段。“后教”不是教师盲目的、漫无目的的教，而是在学生先学习、先探索、先

体验、先思考、先发现问题、先自主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教师帮助学生纠正错误、

解决疑难问题。教师讲的方式由过去的“一言堂”转变成尝试让已经掌握新知识的

“小先生”试讲，这些学生在向其他同学讲授新知识的过程中既可以深化自身理解、

有新的感受，又能帮助内化知识较慢的学生加快理解，对于“小先生”讲对的知识

教师就不再重复，对讲授有误的地方要给予纠正、重点讲解。在学习单指导的课堂

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以及教师的“帮扶”角色使得学生学习质量和教师教

学效果都得到了提升，这也正是“先学后教”这种模式在教学中的生命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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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解决问题的策略》的学习单任务二中“用 22 根 1 米长的木条围成一

个长方形花圃，怎样围面积最大？”学生们对于一一列举理解得不够深入，不能准

确做到不遗漏、不重复。针对这个疑难问题，小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

学就只是列出来一种围法，比如“5×6=30（平方米）”，他们认为这样列就能使围

的面积最大；有的同学则列出“1×10=10（平方米）2×9=18（平方米）3×8=24（平

方米）4×7=28（平方米）5×6=30（平方米）6×5=30（平方米）7×4=28（平方米）

8×3=24（平方米）9×2=18（平方米）10×1=10（平方米）”，他们认为要把所有

可能的情况都列出来，双方各执一词。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又回到任务的问

题中进行深层次阅读，以便于从题干中寻找自己的论据。这样的“先学”，将学生

的数学学习引向深入，在思维的碰撞中，学生的核心素养逐渐养成。同时，这些引

起激烈争论的问题，恰恰就是老师点拨提升的关键点，为“后教”做了准备，也正

是教师这种“扶放结合”的点拨，让学生们对先学过程中产生的疑惑在后教中豁然

开朗，深化学生对运用一一列举策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掌握。

2.2.5 适度延伸，总结思考

HD 小学学习单实施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延伸。通过总结延伸，学生在思考

中将知识系统化，促进学生对本节课所学知识的内化吸收，对自己知识体系的有意

义建构。当学生学有所得的时候，教师组织必要的练习，这些练习不再是指向那些

具体的、零碎知识点的简单、大量记忆考查，而是通过运用知识来解决复杂问题以

及处理那些引发学生思考的疑难情境，让学生已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成为发展学

生知识迁移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实践创新能力的工具。教师在最后一个环节布

置任务时应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基于学习内容基础上的具体情境练习延伸，

能够深化学生的数学认知，积累数学知识量，发展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思维等高阶

思维能力。

例如：在《认识小数》的学习单设计中有一道这样的思考题“丽丽的身高是 98

厘米，用米作单位怎么表示呢？读作什么？而亮亮的身高是 1米 20 厘米，想一想用

米作单位怎样表示呢？为什么？”学生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很快的写出“98

厘米=0.98 米，0.98 读作零点九八”而对于“1 米 20 厘米怎么表示”则需要进一步

地思考，这时学生通过对已经学习过的“1 米=100 厘米”运用，知道“把 1 米平均

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1份是 1厘米，表示成小数是 0.01 米”可以得出“20 厘米可

以转化成把一米平均分成 100 份，取其中的 20 份，表示成小数是 0.20 米，所以 20

厘米=0.20 米”学生可以得出“1 米 20 厘米=1.20 米”也可以写成“1 米 20 厘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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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这样学生不光掌握了对小数认、读、写初步认识的这些知识点，还可以在“1.20

米=1.2 米”的疑惑中初步感知小数的意义。这样一个让学生练习思考的过程，同时

也成为让学生强化理解、拓展思维的过程，促使学生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进行深入

探索。

上述就是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实施流程，整个过程体现了 HD 小

学积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进行教学改革的态度，展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风貌，

也可以看出学校在不断学习、改变、成长中努力做好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在教学

改革中彰显该小学的办学理念，为每一个孩子高尚与智慧的人生奠基。



先学后教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个案研究——以 HD小学的学习单为例

24

第三章 HD 小学学生深度学习评价

当今教育的发展趋势是实现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教育改革更加注重落实核心

素养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加注重实施全面教育和凸显学习者个性的创新教育，

更加注重培养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探究能力以及批判思考能

力，这些学习能力也正是在深度学习基础上实现的。深度学习能使学习者在自主学

习和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学习、学会有效沟通，在掌握学科核心内容的基础

上形成本学科的思维模式，提高批判思考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深度学习评价

是深度学习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如何促进深度学习和培养深度学习能力成为学

者们争相探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构建深度学习评价指标以定位深度学习的程度、

约束深度学习的发展过程以及指导内容设计与活动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3.1 深度学习评价指标构建

本研究在对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评价方面，

采用张浩等人以深度学习目标解析为导向构建的深度学习评价多维理论体系。这一

理论体系在一般学习评价的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三维角度基础上，针对深度学

习以高阶思维能力为核心的特性，纳入了评定学习者思维发展的比格斯SOLO分类法。

3.1.1 认知目标与深度学习

布鲁姆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六个层次：知识-领会-应用-分

析-综合-评价。这六个层次的分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阶段对教师教学提出更

明确、更具体的要求，使得教师教学有依据可循，能帮助教师为学生制定深刻而有

意义的学习目标，从而提升教学质量。以此理论为指导使得教学目标更加可量化，

教学过程更加完整严谨,更为教学评价提供了一条便于操作、合理可行的标准。在实

际教学中，各层级的认知目标不是以可视化的方式一级一级依次达到的，学生会“应

用”并不一定紧接着学会“分析”，教师可以依此分类法对学生知识掌握程度进行

分析量化来检测其学习水平，但是无法揭示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何把已经掌握的

知识转化为技能的过程。针对布鲁姆认知目标未能阐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技能的欠

缺，安德森等人将认知领域修正为识记、领会、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六个层次。

对于采用深度学习方式的学生来说，就是在学习过程中对知识进行批判思考、能联

系新旧知识实现知识体系的有意义构建、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具体情境中的复杂问

题。对于采用浅层学习方式的学生来说，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表面参与、浅层思考、

初步体验，实现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如图 3.1 所示，根据对深度学习和浅层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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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将对知识进行简单描述、记忆或复制的“识记、领会”认知纳为浅层学习；

将对知识进行深度理解和迁移创造的“应用、分析、评价、创造”认知纳为深度学

习。依据此，研究者可以对学生在学习知识后完成书面习题的质量进行检测。

创造

评价

分析 高水平认知目标 深度学习

应用

领会 低水平认知目标 浅层学习

识记

图 3.1 认知目标与深度学习

3.1.2 动作技能目标与深度学习

辛普森将动作技能领域的教育目标分为知觉、准备、有指导的反应、机械动作、

复杂的外显反应、适应和创新这由低至高的七个层次
①
。在实践应用中，“知觉、准

备”这两个最低层次的动作行为是较难观察到的，因此研究者通常把动作技能领域

的教育目标限定在后五个层次上。深度学习要求学习者能够熟练完成复杂的动作技

能，能根据已经掌握的动作技能对实际情境做出具体的动作反应，最高级别的就是

学习者自身能够创造出新的动作技能，浅层学习关注学习者低水平的、简单的动作

技能，是处于基础水平的简单重复。动作技能目标与深度学习关系的具体分类如图

3.2 所示。依据该动作技能目标分类法，研究者可以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运用知识解

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表现进行评价。

创新

适应 高水平、复杂动作技能 深度学习

复杂的外显反应

机械动作 低水平、简单 动作技能 浅层学习

有指导的反应

图 3.2 动作技能与深度学习

3.1.3 情感目标与深度学习

由于情感目标是一种描述学生内心感受和体验的过程性教学目标，具有内隐形、

①
张浩,吴秀娟,王静.深度学习的目标与评价体系构建.中国电化教育,2014,07,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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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结果化的特征，所以很多教师在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中感到表述困难、不易操

作。本研究采用克拉斯沃尔的情感目标分类法：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

织——价值体系个性化
①
对学生深度学习的情感维度进行评价。如下图 3.3 所示，深

度学习中学习者的情感通常始于浓厚的学习兴趣、内在的学习动机、积极的学习态

度和满足学习者主体的内在需要，借助此情感目标分类法表述就是始于最基本的“价

值评价”进一步到“组织”层次最终实现“价值体系个性化”。浅层学习中学习者

的情感常常始于被动接受、外在的学习动机和消极的学习态度，仅仅能察觉或注意

到某种现象，情感体验只局限“接受、反应”。依此情感目标分类法，研究者可以

通过运用相关量表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情感投入进行测量或

者组织学生进行自我情感测评。

价值体系个性化

组织 高水平情感 深度学习

价值评价

反应 低水平情感 浅层学习

接受

图 3.3 情感目标与深度学习

3.1.4 思维结构与深度学习

思维能力是指导个体做事的一种重要能力，高阶思维能力作为深度学习的核心，

是判断其实现与否的关键。因此，在对学生的深度学习进行评价时应把思维发展水

平纳入其中。本研究采用比格斯等人提出的 SOLO 分类评价理论：“我们可以判断学

生在回答某一具体问题时的思维结构处于哪一层次，关注学生在特定任务上的表现。

这种分析学生解决一个问题时所达到的思维高度的评价方法就是 SOLO 分类法”
②
，

把学生对某个问题学习结果的思维水平由低到高划分为 5个层次：前结构、单一结

构、多元结构、关联结构、抽象拓展结构。学习者思维在 SOLO 层次中是一个逐层递

进、螺旋上升的过程，个体 SOLO 层次由简单向复杂的转变，反映了其思维水平由低

级向高级的提升，其学习结果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跨越，随着学习者个体思

①
谢莹.情感教育目标体系下高校贫困生感恩意识内化的路径分析.淮海工业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2011,14,34-36.
②PAUL C. BURNETT.Assessing the structure of learning outcomes from counseling using the SOLO
taxonomy: an exploratory study.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199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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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结构复杂性的提高，其理解水平完成了由浅层到深度的发展。如图 3.4 所示，依

据深度学习与学习者思维发展和理解水平的关系，把 SOLO 层次的思维发展与深度学

习、浅层学习进行对应处理。研究者可以对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

情况进行观察分析。

抽象拓展结构

关联结构 高层次思考 深度学习

多元结构 低层次思考 浅层学习

单一结构

前结构 无思考 无学习

图 3.4 思维维度与深度学习

3.2HD 小学深度学习情况调查

3.2.1 学生深度学习情况前期调查

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高年级段（5-6 年级）学生群体的学习特征与低年级段（1-2

年级）以及中年级段（3-4 年级）学生群体有所不同。首先，高年级段的小学生已经

初步具备了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思维相对敏捷，对事件的理解日益丰富、深刻，

可以凭借抽象思维进行想象和有目的的、按顺序的、有选择的进行回想；其次，小

学高年级段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在获得知识的同时提升思维能力，教师要注意重视与

保护学生思维的积极性；最后，小学高年级段的学生有了自主学习的动机，有主动

自觉预习学习内容、完成课后作业的主动意识，有了合理安排课外学习时间的意识，

可以自主安排进行学习，本次研究选用高年级段的小学生。在开展体现先学后教理

念的学习单教学对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研究之前，由刘老师协助在 HD 小学某班级发

放调查问卷并在课堂上监督完成。本次调查发放、回收问卷都是 42 份，之后对问卷

进行录入、分析及整理等简单处理。

3.2.2 学生深度学习的二次测评

在开始实习之初，笔者就跟随 HD 小学某班级的数学老师进入课堂，对该教师采

用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开展教学的实际课堂进行追踪调查。按照前面章节介

绍的具体实施流程：首先，任课教师根据“集体研讨——确定内容——个人初备—

—再集体研讨——修订改正——正式成文”来进行学习单的设计；其次，教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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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需要，创设一个具有目的性、趣味性、现实性、思考性以及

时代性的教学情境，明确教学目标，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动机；再其次，教师根据

授课内容来巧设问题，在学生提前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针对学生自己解决不了的问

题开展小组合作探究来构建课堂上的学习，完成知识的建构和转化，引导学生进入

“先学”；接着，教师通过对学生独立学习与小组合作学习结果展示的分析来实施

针对性的“后教”，帮助学生提升对学习内容的深层理解，实现知识体系的有意义

构建；最后，教师在前几个环节的实施下进行总结提升，合理布置一些任务，让学

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

考等高阶思维能力从而实现学生的深度学习。临近学期末在刘老师的帮助下，笔者

对 HD 小学某班级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后的 42 位学生再次发放问卷

并在学生完成后回收所有问卷。

3.2.3 学生深度学习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将实施学习单前后得到调查问卷的数据，依据前面提到的深度学习评价

指标体系，综合四个维度的特点及其与深度学习的关系，从学生思维理解层级水平

对学生的思维结构进行评价，从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对应的不同发展层级对这

三方面展开分析，并利用相关软件对相依样本进行 T检验分析，来了解本班学生在

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前后的深度学习情况。

表 3.1 学生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层级相依样本 T 检验结果（N=42）

维度 人数 平均数 标准差 T值 P值

认知 实施前 42 3.36 1.73 -2.691 P<0.01

实施后 3.95 1.48

动作技能 实施前 42 3.69 2.46 -3.143 P<0.01

实施后 4.02 1.88

情感 实施前 42 3.48 2.20 -5.801 P<0.001

实施后 4.26 1.87

根据表 3.1 结果显示，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后，调查获得的学

生在认知维度、动作技能维度以及情感维度的均值要明显高于实施前的均值。说明

在实施学习单指导下的教学后，学生在认知目标上表现出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迁移

应用，在动作技能目标上表现出对高水平、复杂动作技能的熟练掌握，在情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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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现出对学习的强烈兴趣与内在的学习动机等积极的情感投入上，并能将价值体

系化甚至个性化，而这些都表明先学后教模式能够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为了更进

一步考证HD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模式实现了该班学生深度学习的发

生和高水平发展，更清晰地说明实施学习单前、后本班学生在认知、动作技能以及

情感方面的差距，本研究还对实施学习单前、后得到的结果进行了相依样本 T 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前、后学生在认知、动作技能以

及情感上的得分都存在显著的差异。

表 3.2 学生不同环节思维层级水平人数统计

人数 SOLO

层级

环节

前结构 单 一 结

构

多元结构 关 联 结

构

抽 象 拓

展结构

自主探究 实施前 0 9 15 13 5

实施后 0 2 5 23 12

小组合作 实施前 0 10 16 13 3

实施后 0 3 6 22 11

课后思考 实施前 0 8 14 15 5

实施后 0 2 6 21 13

基于 SOLO 分类理论对 42 名研究对象在所产生的“学习任务一：自主探究”、

“学习任务二：小组合作，成果展示”和“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三类文本数

据进行分析，最终分析结果如表 3.2 所示，可以看出：经历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

习单教学后，该班 42 名同学的思维水平显著提升，在自主探究、小组合作以及课后

思考环节处于高级思维水平的学生明显增多，学生在各环节能展开高层次思考，学

生的思维水平向着更加复杂的高阶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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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学生各环节学习程度百分比统计

学习程度

环节

浅层学习 深度学习

自主探究 实施前 57% 43%

实施后 17% 83%

小组合作 实施前 62% 38%

实施后 21% 79%

课后思考 实施前 52% 48%

实施后 19% 81%

如上表 3.3 所示，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在经过学习单指导下的先学后教教学

改革后，各环节学生深度学习人数明显增加。借助于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

学，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增强，小组合作能力提高，完成课后思考题的人数增加，

绝大部分学生能够批判反思、解决复杂问题，实现有意义学习，体现先学后教理念

的学习单教学，达成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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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笔者在实习过程中以跟班学习的方式进入 HD 小学某班级，对指导教师——刘老

师在该班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设计的学习单教学过程进行考查。以该班 42 名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以深度学习的本质与先学后教的旨趣相契合为切入点，呈现 HD 小学

学习单教学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以促进该班学生的深度学习作为落脚点。在借鉴国

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基础上，通过调查问卷对 42 名学生的深度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并

得出结论。现阐述如下：

4.1 研究结论

4.1.1 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感的高水平发展

通过对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前、后学生认知情况的调查，发现

较之于实施前的低认知水平，在实施学习单教学后学生的认知水平更多的停留在较

高的“应用、分析、评价、创造”层次。根据对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

学前、后学生动作技能的调查，先学后教教学改革能够促进学生掌握高水平的、复

杂的动作技能，能促进学生对深度学习动作技能目标的理解掌握和迁移应用。另外，

根据对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前、后学生情感情况的调查，依托先学

后教的教学改革，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对某一事物进行最基本的价值判断甚至可以组

织个性化的价值体系实现对具体情境的适应，实现了高情感水平发展。这些都表明：

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使得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认知、动作技能以及情

感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4.1.2 思维结构的高层次发展

通过对学生“学习任务一：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二：小组合作，成果展示”

和“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产生的文本分析，来反映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

单教学对学生思维维度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学生在自主学习环节能积极主动投

入其中，对“学习任务一：自主探究”的完成率和正确率显著提高；在小组合作、

解决问题环节，可以主动思考、发现问题、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解决问题，对“学

习任务二：小组合作，成果展示”的参与度提高并踊跃发言、展示成果；在课后可

以运用本节课学习的内容解决新情境中遇到的问题，对“学习任务三：课后思考题”

愿意认真思考，写出自己的看法，很多学生可以正确解答问。可以看出，学生的思

维不仅仅停留在对某一问题的简单思考，其思维层级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发展，其解

决复杂问题和批判性思考等高阶思维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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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调查结果表明在小学高年级段教学中实施先学后教教学来促进学生

的深度学习是可行的。在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集体研讨，设计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的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让学生进行独立自主学习；在合理开展小组讨论和

班级交流活动等有效促进学生进入深度学习的探究活动过程中让学生进入“先学”；

之后，教师在学生展示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学生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疑惑，对学生进

行“后教”；布置引发学生思考的“课后思考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学

生解决复杂问题、批判性思考以及创新创造等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实现了学生的

深度学习。所以说，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有效发生

深度学习且总体水平较高。

4.2 研究局限

由于个人研究能力有限，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

4.2.1 研究结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本次研究是以 HD 小学某班级的全体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实习之初从认知目标、

动作技能目标、情感目标以及思维结构目标四个维度对该班 42 名学生进行相关问卷

调查。之后，笔者跟随实习指导教师刘老师进入学习单指导下的数学课堂展开深入

调查，观察学生在课堂中的具体表现，把每节课的学习单进行回收，记录学生在“学

习任务一：自主探究”、“学习任务二：小组合作，成果展示”和“学习任务三：

课后思考题”三个环节中的表现和任务完成情况。最后在学期末对该班学生再次发

放问卷，呈现学生在上述四个维度的样态，对比学生在实施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

习单教学前、后的表现得出结论。本次研究时间较短、研究对象范围较小、分析的

教学科目仅仅局限于数学课，授课教师只限于刘老师，因此研究结论有待进一步验

证。

4.2.2 先学后教模式有待完善

本研究是基于HD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来探讨其对学生深度学习

的影响。首先，设计让学生自己依据自身知识储备情况和已有经验主动进行独立自

主预习新知识的环节，然而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积极地进行课前的独立思考。其次，

教师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教学情境来吸引学生注意力，让学生初步感知教学内容，

之后是针对教学内容再设计凸显教学重难点的任务，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锻炼

学生相互沟通、积极思考、交流探讨的能力，但这一系列的“先学”并不是都能自

然而言地开展，还是有部分学生不能参与到其中。最后，教师在此情况下再展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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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的“后教”并布置需要学生思考才能完成的课后练习，这一环节中有时候教

师对“后教”的时间和教学内容把握不准确，对课后思考题的难度层次把握不准确。

因此，先学后教的教学设计还需逐步修正和改进，在完善的过程中指引先学后教教

学改革的推行方向，尽可能实现所有学生的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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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学生的学习问题日渐凸显出来，出现了浅层学习

和流于形式等现实问题和实践误区，学生沉浸于浅层学习带来的即时满足感，对知

识的深度加工则避而远之。“先学后教”作为一个带有草根性质的中国本土教学模

式，其基本内涵在于改变以往的“先教后学”，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在独

立自学和合作学习中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深度学习以实现

高级思维能力的发展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以深度学习的本质与先学后教

的旨趣相契合为切入点，呈现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对促进学生深

度学习的影响情况。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阅读、收集了大量相关的文献，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以 HD

小学某班级全体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个案研究，描述了实习指导教师运用学习单

教学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分析该班学生在认知目标、动作技能目标、情感目标以

及思维结构目标四个维度的变化情况，得出结论：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

对学生认知、动作技能、情感以及思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提高了学生的解决复杂

问题以及批判性思考等高阶思维能力，实现了促进大部分学生深度学习的目标。但

是，由于本人研究能力有限，此次研究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笔者在今后的学习和

工作中继续结合实践进行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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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你好！为了了解你近期的学习情况，请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认真

回答下列问题。本次调查结果只为我们改善教学所用，所有回答将被严格保密，不

需有任何顾虑。非常感谢你的配合！

1. 我觉得只要掌握考试知识点就可以了。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 学过的知识，我能正确讲述出来。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3. 学习新内容时，会激发起我对以前知识的回忆。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4. 我能用自己的语言或与原先表达方式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所学的知识。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5. 我能对图表、数据等信息加以描述或概述。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6. 我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到新的任务或情境中。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7. 我发现知识间是相互关联的。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8. 我能想出不同的方法解决并选择最适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9.我善于策划一个有系统的计划去解决复杂问题。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0.我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来专心解决某个问题。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1.我愿意面对问题，并想办法解决它。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

12.遇到问题时，我能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3.我会想出多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选择最优的方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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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4.我会很快抓住问题的主要信息来思考解决方法。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5.我会使用学科领域知识、策略和工具来解决问题。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6.我能明细问题的各层次结构，并从结构中发现解决问题的关键。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7.我能清晰地阐述问题的推理过程和结果，并富有自己的见解。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8.我能灵活处理预料之外的情境变化，使问题解决得以持续进行。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19.成功解决问题后，我能从中获得经验，并应用于解决其他的问题上。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0.我发现学习能给我带来非常愉悦、满意的感觉。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1.我认为学习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2.教师在课堂中提供的教学内容可以引起我的注意力。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3.我常常期待上课或者进行学习活动。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4.我相信我能达到我设定的目标。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5.该课程的一些章节有点挑战性，可以引起我的学习兴趣。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26.教师对知识的总结和分析可以消除我的疑虑，满足我的好奇心。

A、非常不赞同 B、不赞同 C、一般 D、赞同 E、非常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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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朱文辉,殷志美.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政府职能的三重梗阻与疏通.现代教育

管理,2018,11,24-29.

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新华文摘》部分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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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眼间两年研究生生活即将画上句号。在这里的两年时光我

得到了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帮助，回想这半年写论文的时光有苦有甜，是我

点点滴滴进步的真实写照。在此，我要向给予我帮助、支持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由

衷的感谢。

首先，我最需要感谢的是恩师——朱文辉老师。朱老师学识渊博、治学严谨，

对待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在我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朱老师给予我很多帮助，他指导我

顺利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在论文写作期间他耐心地指导我修改论文，他所提出的意

见总能让我豁然开朗，朱老师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我。

其次，我还要感谢实习指导教师刘老师和 HD 小学校长对我的支持。正是在她们

的帮助下，我才能顺利地展开对 HD 小学体现先学后教理念的“学习单”教学的调查

研究。感谢在这两年学习生涯里所有给我上过课的老师，还要感谢参与我论文开题

的各位老师，他们给我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最后，感谢一直以来和我互勉互励的诸位同学、感谢我的舍友经常为我的论文

写作提意见、感谢同门师姐的鼓励与帮助、感谢家人的默默支持。因为有你们的存

在，我的研究生生活更充实、回忆更美好。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成为我以后学习、

工作生活中一笔无价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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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殷志美，女，山西省大同市人

2013.9-2017.7 太原师范学院教育系就读本科，小学教育专业

2017.9-2019.7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就读硕士，小学教育专业

联系方式：

电话：18435123698

电子信箱：9462653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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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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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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