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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视点】

语文深度学习：概念演进与未来走向
李　敏　　葛海丽

　　【摘　要】语文深度学习概念的演进经历了孕育阶段、萌芽阶段、发展阶段、深化阶段，依次出现了“思维深
度说”“文本解读深度说”“套用泛化说”“语用能力深度说”“语文核心素养说”“全人发展说”等观点，并在每

个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涵意蕴和思想立场，呈现出从语文教学走向语文教育的研究嬗变历程。在培养学

生核心素养的时代背景下，未来语文深度学习在目标维度上指向全人发展，在内容维度上强调关联整合，在学

习方式维度上着意整体运用。

　　【关键词】深度学习；语文深度学习；语文教育

　　一、语文深度学习的演进历程
（一）概念孕育期（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
２００３年，周来宏发表《深究学习：强化语文学习

思维深度的策略》。这是笔者所查阅到的国内最早

涉及语文深度学习研究的文献。随后出现了一段较

为长久的空档期，直至２０１０年，毕泗建、李锦峰等人
研究成果的发表。严格来说，这一时期，语文深度学

习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者还处在较为模糊的认识

层面，尚未自觉提出“语文深度学习”的概念。

这一时期，研究者反思语文教学流于肤浅的现

状，提出了“没有难度来适度支撑的课堂何时才能消

失？深度语文课堂何时才能归来？”［１］之问。在他们

看来，“在语文学习中，学生掌握了深究学习策略，将

对学生的语文学习产生积极的影响，它不但能拓宽

学生的知识广度，而且能够强化语文学习的深

度”。［２］他们虽没有明确界定概念，但不难发现，这一

“思维深度说”的内在理论是将深度学习定位于一种

学习策略，视“深度学习”之“深”为知识内容难度之

“深”，将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定位于学生思维的深

度发展。

２００９年，王开东提出“深度语文”要建构的是以
“‘思维训练、智力挑战’为能力导向的目标观，将存

在主义哲学引入语文课堂，强调经由‘思’抵达

‘诗’”。［３］“‘深度’表现主要在课堂理解之深，文本

剖析之透和课堂把握之精到上。”［４］在教学上，这又

体现在“教的老师知识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学的学

生需要思维的深度，在课堂上得以拓展和延伸”。［４］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１年，李锦辉、欧健、吴红丽等人也提出
了语文深度学习的实现必须经由文本深度解读的类

似观点。

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属于文选型教材。不同于

其他学科，语文学科课程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每篇

课文的具体教学内容。比如，蒲松龄《狼》这篇文章，

教师既可将其核心教学内容定位为“表现屠户的勇

敢和机智”，也可定位为“鼓动软弱的屠户起来反抗

贪官污吏”。那么，到底哪个教学内容才是适当的，

才是符合语文学科的课程标准的呢？无论答案如

何，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教师课前开展文本深

度解读是确立合理教学内容的前提。没有深度的文

本解读，仅仅依赖教参，教师不仅无法生成合理且有

深度的教学内容，也无法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深度

追问和思维引领。概而言之，缺少深度文本解读的

语文教学，不可能实现语文深度学习。之所以需要

特别强调文本解读，是因为这是语文学科区分于其

他学科的独特之处。

比较而言，“文本解读深度说”继承并发展了“思

维深度说”，在坚守思维智力发展的目标立场外，也

同时强调了审美情感的范畴，并从语文教学内容、课

堂教学质量的视角较好地回应了学生思维品质提升

的问题，进一步扩展了语文深度学习的实施路径。

虽然他们仍然没有对“语文深度学习”进行界定，但

明确了深度学习理论切入语文学科的紧要之处，均

强调文本解读对于有效发展学生深度思维的重要前

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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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萌芽期（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５年，李银芬提出，“小学语文深度学习是指

小学生在已有知识、能力的背景下，能够主动、正确、

深度地学习和理解语言文字，丰富语言积累，培养语

感、发展思维，陶冶情操，并能正确运用所学的语言

文字，逐步提高语文素养。”［５］２０１６年，龚建新也再
次强调，“语文课堂深度学习就是基于语文学科特

点，运用深度学习理念和策略，实现学生主动的、有

意义的、自主参与学习的过程。”［６］高先丽等在此基

础上做了进一步拓展与整合，“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的深度学习是指以确立高阶思维发展为目标，师生

围绕小学语文阅读中适合的内容，积极投入高效的

学习方式，创设建构促进深度学习的真实情境，与语

文知识发生联系，培养学生的语文学科素养。深度

学习的特点表现为文本‘读解构’有深度、知识运用

有维度、思维发展有高度、审美教育有温度”。［７］之

后，徐美艳、农玉娴也基于国内深度学习研究的权威

学者黎加厚、郭元祥的深度学习概念进行了“套用

式”表达。这是国内最早对“语文深度学习”内涵进

行明确界定的相关表述。

静心审视上述“套用泛化说”，我们不难看出，他

们已经自觉意识到了“深度学习”和“语文深度学

习”是分属于不同层级的两个概念，后者是前者的学

科分化。他们仅仅从语言表述形式上明确提出“语

文深度学习”的概念，并没有遵循“属概念 ＋种差”
的概念界定方式。而且，内涵的相关表述中没有指

出语文学科深度学习的内在要素，更多杂糅了“语文

学习”和“深度学习”的内涵阐释，要么强调语文学

习中需要运用深度学习的理念和策略，要么机械地

加上“深度地”“适合的”“高效的”等修饰性的语词，

这样的概念内涵界定无疑较为泛化，拼盘式组合之

痕迹也较为明显。因此，严格来说，还不是真正意义

上的概念界定。换而言之，从一般意义的深度学习

走向特定学科深度学习的界定中，语文学科的“深

度”特性如何具体体现语焉不详。因而也就与传统

的“语文学习”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分。应该说相

较于“文本深度解读说”而言，无论是学习的思想立

场，抑或是语文学科的特定指向，都没有新的突破。

（三）概念发展期（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７年，李广认为，“小学语文深度学习是以小

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培养为目标，师生围绕小

学语文学习内容中适切的单元主题，通过共同的语

文学习内容，言语实践情境，自身语文经验进行对

话，使学生与语文文本中的语言内容建构全新关系

的过程。”［８］谢慧云则强调：“语文深度学习应从意义

建构的视角出发，以语言文字运用为核心，围绕言

语、思维、思想三个维度，进行言语意义的建构、文本

意义的解构、思想意义的重构，通过不断丰富学习层

次，抵达深度学习。”［９］上述论者均强调语文深度学

习应当以语文的本体能力，即语言建构与运用为核

心，强调学生和语言文字之间的深层意义建构。

２０１８年，栾贻爱认为，“依据语文课程的性质和
特点，语文深度学习应是以语文学科的课程内容为

载体，以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为目标的学习活

动。语文深度学习旨在通过精心设计问题情境，引

发学生认知冲突，组织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活动，建

构知识习得技能，发展高阶思维，使学生体验成功、

获得发展。”［１０］之后，张邦业也强调指出，“深度阅读

学习，就由文字表层进入到文字深处，实现语言建构

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

承与理解。”［１１］上述论者均认为语文深度学习应当

以语文核心素养作为学习目标，强调教学策略上通

过问题驱动来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

无论是李广等人的“语用能力说”，还是栾贻爱

等人的“语文核心素养说”，研究者都自觉明确地提

出了语文深度学习的两大内在要素：学习目标与学

习内容，且在目标指向上更凸显了语文学科本体内

在的价值诉求。同时，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比如，有的认为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是语用能力，有

的则认为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是语文核心素养。显

然，在目标的界定上，语文核心素养涵括了语言的建

构与运用，范围更大。在学习内容界定方面，李广、

张邦业所说的“整合主题单元”更加明确具体。无论

是语用能力的培养，还是思维的发展与提升、审美的

鉴赏与创造、文化的理解与传承，在学习内容的意义

层面，都反对知识的碎片化与浅表性。因此，语文深

度学习的内容应更具整合性、专题性、关联性，实施

基本路径是单元主题教学，这成为他们之间大多共

同认可的主张。

（四）概念深化期（２０１９年至今）
２０１９年，笔者提出，“语文深度学习是指以教师

自主开发的微整合课程为学习内容，以发展高阶思

维为重点，以探究学习为基本学习方式，综合运用自

主、接受、合作、反思等多元学习方式，经由学科关键

能力到语文核心素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学习素养

为旨归的学习。”［１２］１２２明确提出目标涉及认知、人际、

自我三个领域，内容是以语文核心能力点为核心建

构的微整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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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莫国夫指出“深度学习更具有学科学
习的完整意义：围绕语文学习本身，统整、优化学习

的相关要素，追求语文学习内容合宜、学习关系安

全、学习思维高阶、学习结果强黏性的一种学习状态

和过程。语文课堂深度学习更强调个体在学习中的

意义感和效能感。”［１３］具体来说，他还提出语文深度

学习的实施涵括语文课堂学习内容、学习历程、社群

文化、听课评课范式转型四个维度。

由上可见，基于全学科共同育人的宽广视野，他

们都主张语文教学应当迭代升级，从语文教学走向

语文教育。“语文教师不仅要有学科思维，更需要有

教育学的思维，看到语文教学的底部是儿童的全人

发展。语文教师的角色理解要从‘教语文’升级到

‘如何用语文育人’的维度上来，要从‘语文代言人’

升级为‘如何用语文育人’的探索者。简单地说，就

是教的是语文，但想的应是学生的完整发展。”［１３］可

见，莫国夫等人在基于语文学科本质的前提下，主张

超越学科，超越知识，走向全面育人。换而言之，语

文教学中，我们不能只看到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还

要用另一只眼看到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二、语文深度学习的主要特点

（一）内涵取向：从单一要素转向整体综合

“语文深度学习”概念从孕育期到萌芽期，再从

发展期到深化期，其内涵取向在不断发生着或大或

小的裂变。具体而言，这样一种内在取向的变化，主

要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两个不同的层次。

微观层面，就“语文深度学习”应达到的目标

要素来看，中前期主要强调单一的认知要素，即高

阶思维的形成；中期则转向语用能力的培养。无论

是高阶思维，还是语用能力，都是语文深度学习的

重点，但还停留于单一要素的层面。可喜的是后期

实现了目标的整体性转向，在语言和思维要素之

外，还强调目标中的审美、文化等其他多元要素，亦

即“语言建构与应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

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宏观层面，就“语

文深度学习”概念所关涉的内涵维度来看，从孕育

期的“高阶思维”学习目标的界定，逐步扩展到了

学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社群文化等诸方面的界

定。可见，无论是目标要素，还是内涵维度，语文深

度学习的概念演进明显表现出从单一要素向整体

综合的嬗变。

（二）思想立场：从语文教学走向语文教育

近２０年来，透视“语文深度学习”概念演进历
程，纷繁复杂的观点背后的思想立场发生了两重转

换。第一重转换是从一般学科转向语文学科。早期

“思维深度说”秉持知识立场，实践路径上主张学习

内容的难度提升以及知识点之间的横向与纵向探

究，教学策略上则采用追问和深度对话，以此实现思

维品质发展以及复杂认知结构的价值和目标，“思维

深度说”还停留在各学科普适的学习论层面，并未真

正体现语文这一学科自身的特质和立场，带有浓重

的西方学习认知心理学的色彩。“文本解读深度说”

强调从教师文本解读出发，开发生成具有较强整合

关联性质的语文课程知识，主张语文本体能力或者

核心素养的目标达成，较好体现了语文这一学科自

身的特质和立场，从所有学科的普适立场走向了语

文学科的独特立场，是具有学科落地意义的首次转

变。第二重转换是从语文教学走向语文教育。２０１９
年以来，“全人发展说”继承并超越了发展阶段中出

现的“文本解读说”“核心素养说”等观点，主张从学

科教学立场转型升级为学科育人的立场，指出语文

教学的目标不仅仅只有语文核心素养，还应考虑到

社会领域、人际领域的合作素养与反思素养，具有区

分学科教学和学科育人之间存在分野的自觉意识，

体现出时代变革背景下语文教育哲学层面的拓展与

更新。

（三）技术路径：从外部移植走向本土建构

１９７６年，在瑞典工作的美国学者马顿（Ｍａｒｔｏｎ，
Ｆ．）和赛乐乔（Ｓａｌｊｏ，Ｒ．）在《论学习的本质区别：结
果和过程》中，依据学习者获取和加工信息的方式第

一次在教育领域提出了“深层学习”和“表层学习”

的概念。对应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中“认知领

域”的六个等级，“表层学习”停留在“识记”“理解”

较为粗浅的层次水平，而“深层学习”则指向“分析”

“应用”“评价”“创造”较为深刻的层次水平。

我国较早引入“深度学习”的主要是以黎加厚为

代表的一批教育技术学领域的学者。此后，在外部

移植的过程中，学者们主要停留在认知的单向维度，

强调高阶思维的培养。在语文深度学习研究的细分

领域里，也毫无例外是从强调高阶思维起步的。后

来，王开东、李广等部分学者进行了本土化自我建构

的尝试。这种本土建构的创新性尝试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一是聚焦语文深度学习内容，强调对文本

进行深度解读；二是聚焦语文深度学习的实施路径，

强调整合重构教材内外的多篇课文进行单元主题教

学；三是聚焦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强调语文学科自

身的本体性，即语用能力、语文核心素养。因此，在

语文深度学习概念演进的技术路径上，呈现出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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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移植走向本土建构的轨迹。

三、语文深度学习未来走向

（一）目标之维：指向全人发展

在语文学科中开展深度学习，毫无疑问，语文核

心素养是其基本追求。但是诚如上文所述，单单止

于语文学科自身，而不顾及核心素养，那么，就会出

现各学科“自扫门前雪”的尴尬境地，核心素养就成

了空中楼阁，全人发展也就成为了一句空话。因此，

各学科既要管好各自应守住的“学科领地”，同时又

要管好全人发展的“公共领地”，为“公共领地”贡献

自身应尽的学科力量。

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其理想架构图式是“语文

核心素养”＋“学科共通核心素养”。“语文核心素
养”已经于２０１７年正式颁布，自然毋庸讨论。各学
科“共通核心素养”究竟涉及哪些领域？又具体指向

什么？应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人性整全发展究竟

是哪些方面的发展”这一根本的问题上来。

在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看来，“人是一个整体，

人性实质上是人在其活动过程中作为整体所表现出

来的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主要指向

人在同自然、社会和自己本身三种关系中，作为自然

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有意识的存在物所表现出来

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他们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完整地表征了作为

整体存在的人”。［１４］由此，人性既涉及认知领域，又

关乎人际领域和自我领域。认知领域主要指向人的

理性发展，即学会如何认知，如何思维；人际领域主

要指向人的德性养成和合作交流等社会性技能；自

我领域则主要指向人的自我反思。简言之，“人的核

心素养”涵括认知领域、人际领域和自我领域，具体

指向人的认知素养、合作素养、反思素养。各学科以

分科的形式联合承担了认知素养培养的任务与职

能，而合作素养、反思素养作为“学科共通核心素养”

则需要各学科以融合的形式共同完成。

因此，语文深度学习的目标领域除了语文核心

素养这一学科领域的认知素养之外，还应当涵括合

作素养和反思素养。语文深度学习“就认知领域目

标而言，重在使学生获得语文学科关键能力；就人际

领域目标而言，重在使学生获得与他人沟通和合作

的基本意识与技能方法，掌握相关的社会性素养；就

自我领域目标而言，重在使学生通过反思学习掌握

元认知策略知识，学会自我反思”。［１２］１４７

（二）内容之维：强调关联整合

深度学习在认知领域非常强调高阶思维的培

养，这是对过去浅层学习所带来“浅表性”“碎片化”

“夹生式”学习弊端的匡正。学习结果与学习内容息

息相关，单一“碎片化”知识的学习，导致学生的思维

滑入简单化和线性化的“泥淖”之中，也无法迁移运

用到陌生的复杂情境之中，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多

点辐射、互相关联、由此及彼的复杂性思维，也就无

法达成学习的效能感、成功感和意义感。因此，语文

深度学习内在要求学习内容从过去散落的单一知识

点走向具有高度整合关联的知识体系，从而帮助学

生形成高阶认知图式。当前，重构学习单元成为语

文深度学习的基本实施路径，这点已经形成了基本

共识。但需要指出的是，语文深度学习的实施路径

不仅仅是围绕某一学科关键主题开展多文本组合的

单元教学，还可以在单篇文章教学中，在相关知识点

的教学中有机引入横向和纵向相关的知识点。相比

较而言，后者的关联整合的力度明显不如前者，但更

适合教师随文实施。就重构学习单元来说，又可分

为基于部编版教材既有单元的整合重构，以及基于

语文核心知识点开展多文本整合的大单元课程设

计。后者可以整合多文本重构“小学童话夸张手法

的探究”“叙事性作品中自然景物描写作用探析”

“小学寓言寓意理解方法探究”等大单元课程来引领

学生开展语文深度学习。

比如，“小学童话夸张手法的探究”微整合课程

在文本选择上，重点精选了夸张手法运用突出的经

典童话《七颗钻石》《巨人的花园》《丑小鸭》《渔夫的

故事》《小木偶的故事》《我变成了一棵树》，分别以

“环境虚幻的夸张”“人物形象的夸张”“情节离奇的

夸张”作为深度探究的学习内容。

（三）方式之维：着意整体运用

学习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习品质。采用

何种学习方式，实际上取决于与学习的内容是否具

有高度的匹配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学习

方式都没有长短优劣之分，而只有适切之别。在认

知素养方面，深度学习强调高阶思维培养说，主要运

用探究学习得以实现，这是由思维培养自身的特性

所决定的。接受学习无法有效激发学生思考，正如

你可以告诉一个盲人看到的窗外景色，但你却无法

把视力硬塞进他的眼中。因此，语文深度学习非常

倚重通过探究学习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就合作素养

和反思素养而言，则需要通过合作学习、反思学习，

乃至体验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的协同参与。

不同于过去传统语文课堂的单一接受式学习，

语文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学习方式的合理选择指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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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于多种学习方式的整体运用。在推进语文深度学

习的过程中，以探究学习作为基本学习方式，同时根

据学习不同环节、任务的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其他

学习方式。例如，在预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采取自主

学习的方式，通过导学案或者语文批注法进行背景

知识查索和字词学习。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在问题

解决卡壳的关键处，遇到知识方面的瓶颈时，教师则

可适时教授相关背景知识。此时，学生采取的是接

受式学习。在问题探究过程中，对于疑难问题的理

解，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立场与思考，则更多采用合

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方式促进视阈融合。在学习过

程中，学习结束后，学生均需要对学习历程中涉及的

各要素进行元认知监控，对学习方法、学习结果、学

习存在的疑难、合作问题解决的效度等进行系统反

思总结。语文深度学习以问题解决为主线，每堂课

围绕一至两个核心任务，并逐步分解出一连串的问

题链，在问题探究的过程中，各种学习方式之间是深

度融合进行匹配使用的。每一门微整合专题课程、

每一堂课的学习，甚至在具体的某一学习环节中，探

究性学习与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其他学习方式处

于水乳交融的状态。在探究学习的同时，也是合作

学习，又是自主学习，很难独立区分哪个环节是探究

学习，哪个环节又是合作学习。

概而言之，相对于传统的语文学习，语文深度学

习在各种学习方式相互整合之间的融合程度上表现

出更多的相容度、契合度、匹配度。语文深度学习，

从学习方式的分离式理解、单一化使用走向一种多

元深度融合的复合型学习范式。

四、结语

综上分析，我们审慎地对“语文深度学习”做出

如下界定：语文深度学习是以教师对文本深度解读

为前提，以关联整合度较高的语文课程知识为内容，

整体化运用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反思学习等多种学

习方式，以发展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合作素养、反思

素养为旨归的学科学习。

面向未来的语文深度学习，不仅是深度学习理

念的学科落地，实现从理论形态到学科实践形态的

有机转换，而且彰显了从知识本位走向素养本位，从

学科教学走向学科育人的转型升级。在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的今天，如何有效引领语文学科，乃至所有学

科的深度学习已经成为学校教育最为关注的焦点和

最迫切的实际需求。基于语文深度学习的内涵意

蕴，并以此进一步探索明晰语文深度学习的实践路

径、实施策略，乃至评价体系的解决方案，建立一种

符合时代精神、融通中西智慧、面向人性整全发展的

当代语文教育教学理论，值得后续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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