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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的构建与实践
———基于卓越小学教师职前教育探索

曾 文 婕,阮 婷 婷,黄 甫 全
(华南师范大学 价值教育研究与开发中心,广东 广州510631)

摘 要:为培养师范生的课程与教学创新素养,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激发其学习动力和专业志

趣,给大学生合理“增负”,华南师范大学在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中,整合“知识创造型学习”和“深度学习”的

优势,构建和实践了“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基本特点是重视工具包的支持作

用、强调学习者的高度投入、注重共同体的协作互动和促进人造物的开发创造;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有效开

展有赖于四类支持工具:认知性工具推动知识创造、反思性工具引导深度反思、实践性工具管理学习过程、社

会性工具规范学习活动;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实施步骤为“合作规划—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主教学—协

同评估—巩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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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只有作为未来教师的高校师范生具备了创新素养,才能切实推

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创新,有效指导千千万万中小学生开展创新活动并提升其创新素养。2018
年6月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

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

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1]。华南师范大学作为教育部首批

“卓越小学教师培养改革项目”实施单位,在多年的小学教育专业办学中创用了“两径三基四策六

步”整体学习方式,有效促进了学生课程与教学创新能力的发展[2]。近年来,小学教育专业教师团

队基于知识创造型学习[3]与深度学习原理,构建和实践了“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这既是培养

师范生创新素养的尝试,也是为大学生合理“增负”的一种努力。该学习方式通过开发四类支持工

具,大幅优化了行之有效的六步学习过程,进一步加大了学习难度、拓展了学习宽度、保证了学习深

度,提升了师范生的课程与教学创新能力。

一、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基本特点

“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对学习内容本身具有内在兴趣或好奇心,强调学生对概念的深刻理解及

能够思考多种观点之间、新旧学习内容之间的联系并建构起相应意义,重视基于已有的知识开展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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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融合、迁移、批判与决策等活动,关注学以致用并注重反思。“知识创造型学习”强调学生个体与

学习共同体基于知识获得与互动交流等活动,并经由中介支持,持续开发出能够承载新知识的人造

物,进而将其运用于实践,不断改进与完善这些人造物及其承载的知识[3]。“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

是指学习者为解决复杂问题,整合“知识创造型学习”和“深度学习”的优势,高度投入到个体或共同

体学习活动中,在媒介工具支持下运用高阶思维,开发新的人造物并使之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

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重视工具包的支持作用

在知识创造型学习隐喻看来,人类活动是中介性活动;人类并不是直接对环境作出反应,而是

要借助符号或工具等中介物才能实现;人类学习呈现出个体、共同体、人造物“三元交互”的样态,而
三元交互的中介则是媒介工具[4]。特别是当代迅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极大拓展了“三元交互”

的时空,有力促进了学习活动中的知识创造。深度学习也注重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等工具在表征知

识、激发和整理思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5]。学习者可运用已有媒介工具开展指向于知识创造的深

度学习,但更要在教师指导下不断修改与完善工具甚至创造新的工具,以便满足进一步的学习需

要。由此,也可生成支持学习活动的一系列工具包。
(二)强调学习者的高度投入

学习投入,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灵活性和积极情绪[6]。其一,学习者

的学习热情、学习内驱力和积极状态的保持,均属于高投入的主动性学习。它主要体现为:学生对

学习任务表现出较浓厚的兴趣,想要完成好学习任务;在学习过程中,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学

习好,并保持学习的积极性;遇到困难总会想办法克服,有学习韧劲[7]。因而,在学习任务设计和学

习方式选择上,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设置各种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习

过程的高投入性和沉浸性。其二,学习投入的类型主要包括个体性学习投入和社会性学习投入[8]。

个体性学习投入是指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参与状态与付出程度,体现为学习者的行为投入、认知投

入和情感投入,自觉自发地完全投入到学习活动中,产生愉悦和充实感;社会性学习投入主要是指

共同体学习氛围的营造和学习资源的共享共建。
(三)注重共同体的协作互动

学习共同体蕴藏着丰富的智慧潜能,有利于促进知识经验的碰撞、融合与创造。其一,在共同

体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相互信任,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强调不同个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

二,共同体成员彼此交流、协商,分享知识和经验,积极回应成员提出的问题或观点,在碰撞中运用

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既可实现对个体认知结构的重塑,又能够产生新观点并协同创造新知

识。其三,规则和分工促进共同体形成有序和高效的协作互动系统。“规则”主要指纪律约束和活

动管理等,帮助学生明确各自的责任,确保学习者个体与共同体成员的关系和谐,共同有序地完成

学习任务;“分工”指学习任务分配(如寻找资源、查找参考资料)和角色分工(如组长和组员)。
(四)促进人造物的开发创造

为了让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得以“落实”,而不是流于形式或沦为空想,需要格外重视“人造物”

的开发创造。“人造物”包括概念、理论、方案、论文或产品等多种形式,是承载在深度学习活动中创

造出来的新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学习活动中,人造物主要发挥以下作用[9]。第一,降低认知负荷。

学习者为了完成复杂的任务,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将思维过程外显,弥补个体大脑内部抽象活动的不

足。第二,形成认知存留。学习者在使用认知工具过程中会在头脑中留下使用记忆,当没有工具辅

助时也能够顺利完成类似任务。第三,简化大脑运算方式。人造物可以转换认知任务的表征方式,

从而便于大脑进行处理和运算,节省脑力,降低出错概率。对具体的“人造物”加以改进的过程,也
是学习活动不断深化、所创造的新知识持续修正和完善的过程。

32



二、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支持工具

近年来,改革师范生的学习方式已成为共识,但“如何开发强有力的工具来支持学习方式的改

革”这一关键问题,却经常被忽略。而且,鼓励学生通过投入学习、协作互动来开发与完善“人造

物”,也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几句鼓励的话语,而是必须为学生搭建学习成功的“脚手架”,帮助学生切

实提高自己的学习胜任力。研究发现,认知性(epistemic)媒介、反思性(reflective)媒介、实践性

(pragmatic)媒介和社会性(social)媒介,可以有效促进学习活动[10]。为师范生提供这四类工具,能
促进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有效实施。

(一)认知性工具:推动知识创造

认知性工具的作用在于促进人造物的开发创造,支持学习共同体便捷共享和评论人造物,在学

生的知识创造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认知性工具能够帮助学生厘清各观点之间的联系,反映其

认知结构的变化过程,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学生在学习探究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式想法要能够

“物化”为认知文本或图表,就需要强调“书写”和“可视化”。比如:教师团队针对此设计了供学生个

体运用的可视化认知工具“某专题知识创造型研习个人笔记表”(见表1)。
表1 某专题知识创造型研习个人笔记表

序号 提取内容

提取的信息与

其他信息联系

起来的心得

提取的信息与

其他知识包括从

小就学过的知识

联系起来的心得

提取的信息与

其他理论联系

起来的心得

提取的信息与其他

主题研习内容、其他

学研主题问题

联系起来的心得

提取的信息的

概念/观点/

理论的创新

意义心得

其他

扩展

记录

1
2
…

  (二)反思性工具:引导深度反思

反思性工具旨在帮助学生深度反思整个学习过程,总结经验、补救不足、创造新知。在学习活

动前,反思性工具激发学生调动已有知识经验和学习经验,避免其在即将开始的学习活动中出现同

类错误。在学习过程中,反思性工具重在监控和调节。比如,教师推荐学生使用认可度较高的测量

大学生学术活动表现的“学习投入量表”(量表包括“活力”“奉献”和“专注”三个维度),以帮助学生

自主评价和反思自身学习投入情况。学习活动完成之后,反思性工具支持学生回顾和反思整个学

习过程。比如,教师提供“巩固学习深度反思表”等,让学生记录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反思、同伴和教

师评价,进而完成作品修改,整理学习收获,以此作为下一次学习活动前的反思性工具,指导之后的

学习。
(三)实践性工具:管理学习过程

实践性工具的主要作用是计划、组织和协调知识创造的过程,如显示人造物开发过程的总体规

划和实际进度等,具体体现为明确学习目标、规划学习任务和监控学习过程。其一,知识创造型深

度学习要求学生制订明确的学习目标,而相应的实践性工具即能为学生提供学习过程的“整体视

图”,呈现成功标准。例如,教师在课程开始之前呈现整个学期的学习目标,学生则在该目标的指引

下,研读教材、观看课程视频和查阅资料,完成学习任务。其二,实践性工具也支持具体的学习任务

规划。比如,在“校本教育研究方法实验”这一课程中,学生需完成一篇系统性文献综述,教师可提

供实践性工具指导学生将这一学习任务进行分解、细化,使其变为一个个可以落实的小目标,并规

定具体的完成时间,以避免拖延(详见表2)。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逐步分解并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
可迁移至其他学习情境,进而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自行设计相应的学习目标规划表。其三,实践性

工具还有利于监控学习过程。教师设计出“学习进度监控表”,有利于学生自我省察学习质量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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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目标的达成情况,不断修正学习中的不足,从而促进学习目标的实现和自我认知能力的提高与

发展。
表2 “系统性文献综述”学习目标规划表

总目标 具体目标 细化目标
可根据需要
进一步细化

如何解决可能
遇到的困难

完成时间
(周)

完成情况
评估

撰写某
专题系
统性文
献综述

理解系统性文献综
述法(含义、意义
及操作步骤)

确定主题

检索文献

选定样本文献

信息提取

分析与整合

完成综述

检索文献步骤

检索数据库的
选择与使用

……
判断文献质量

筛选文献的标准

……

  (四)社会性工具:规范学习活动

社会性工具着力于促进共同体成员间的交流互动,并为共同体设置不同的角色和职责,以管理

知识创造过程。比如:在小组合作互动中,教师可指导学生在讨论时有效运用“我们的问题”“我的

观点是”“我的依据是”“我支持”“我认为……更好”及“我的疑问”等对话支架,规范学生的对话内

容,避免无序、无效的交流。
在线上学习中,课程网站平台支持将注册用户设置为不同的身份,如教师、组长和组员等。组

长可在平台上开设本组学习交流区,小组成员在交流区开展交流互动,组长能看到组员的在线情

况、发帖交流次数等,以便掌握小组成员的学习行为,适当督促和提醒“消极”成员。教师可登录“后
台管理中心”查看每段视频的学习人数、随堂讨论参与人数、发表的主题总量及回复/评论数量等,
亦可看到每名学生的论坛发帖数量等,以便了解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性,适时督促参与度较低

的学生。

三、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主要步骤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已有的“合作规划→自主学习→网络合作学习→课堂自主教学→学习为本

评估→自主巩固学习”六步学习法[2],辅以上述四类工具的支持,指向知识创造的深度学习步骤得

以生成。
(一)合作规划:营造积极学习氛围

合作规划的前提是教师对课程的教学进行详细的整体设计,让学生知晓学习目标和任务,在此

基础上,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与教师协商合作研制“生成性课案”。合作规划的创新之处在于“预
备课”的实施,即:在课程开启的前一学期期末,组织学生一起制订学习计划,指导学生在寒/暑假完

成一定的学习任务。“预备课”能够帮助学生合理利用寒暑假,引导和激励学生将更多时间投入到

学习之中,但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假期学习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畏难情绪、学习拖延、应付了事

等。因此,在“预备课”上,需要注意落实以下三大任务:
第一,研制明确的学习目标。预备课上,教师提出该门课程的整体学习目标并具体化为一系列

任务,比如每名学生至少需要完成多少章节的“学习报告”、多少篇系统性文献综述和多少篇专题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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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习报告”是指每一个学生根据每一章节的课程内容,在研读教材、观看课程网站教学视频和

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作业。系统性文献综述由小组合作完成。小组成员首先确定共同感

兴趣的主题,然后查阅资料,分工阅读提取关键信息,最后整合汇总,完成综述。专题论文可自主独

立完成也可小组合作,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一定的创造能力。
第二,制定精准的成功标准。学习目标明确之后还应明确成功标准,呈现学习成果的样态。在

预备课上,教师提供学习报告和文献综述的写作框架,对学生给予写作思维的引导。为了使成功标

准更加精准、具体,教师还会向学生展示上一届优秀学生的作品及有待改进的作业,以通过正反两

方面的案例阐明优秀作业所具备的要素,既消除学生“不知如何下笔”的畏难情绪,也鼓励学生在优

秀作业基础上予以创新。
第三,创建积极的学习共同体。预备课上,学生自由组队形成各学习小组。教师引导学生深入

思考个人的学习理想、提炼小组共同学习理想,并在此基础上确定组名,设计和描述小组LOGO及

其意蕴,以涵养学生的良好学习习惯及品质,激发每一名学生的深层次学习动机,进而形成专业特

色文化,实现“以文化人”的效果。要求学生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做到“不令而行”,自主投入到学习

之中。
(二)自主学习:投入学习获得新知

所谓“自主学习”,就是学生按照合作规划的教学设计,在教师指导下完成某章节的学习内容,
并展示学习成果,如“某单元学习报告”“某专题系统性文献综述”等。其中,“挑战性的学习主题”
“高度的学习投入”和“注重知识的意义建构”,有利于提升自主学习效果。

第一,挑战性学习主题。挑战性主题确保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深度和投入程度。教师

在其中主要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为学生提供学习工具和及时性反馈。比如,学生在课程学习中,需
要聚焦某一主题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即:分别围绕该校本课程的理论基础、目标、实施和评价广泛

收集资料,进而设计出完整的课程方案,并在实习期间加以实施、改进和完善,从而实现了持续的校

本课程的知识创造。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校本课程开发的框架及完成各项任务的注意事项,帮助学

生设计出高质量的课程方案。
第二,高度的学习投入。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面对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必须高度投入。

在线上学习中,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可通过统计教学视频观看时长和观看过程中的提问、评论等学习

行为来加以了解。学生可以根据这些学习数据,实时了解和监控自己的学习状态并及时进行自我

调整。
第三,注重知识的意义建构。知识的获得不是简单的知识叠加与记忆,而是在理解基础上的整

合与运用。学生调动以往的知识经验来参与当下的学习,并将当下的学习内容与已有的知识经验

建立起结构性的关联,从而进行意义建构。因此,学生完成的“学习报告”,不能仅仅是教材上的内

容或者观看教学视频后的心得,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对自己不理解的或感兴趣的主题进行进一步探

究,并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分析整理成文,形成自己的观点。
(三)合作学习:线上线下协作交互

合作学习指学习共同体之间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包括线上合作学习和线下合作学习。线

上合作学习,指学生将自主学习完成的“学习报告”上传至课程网站平台后,每一名学生在课程开始

的前两天内对小组其他成员的作业进行评论,在“学习交流区”提出建设性改进建议,并协商评选出

本组的“优秀作业”。线下合作学习的主要形式是学生在课堂上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参与教师

的科研项目或小学一线教师的教学工作。深度的合作学习通过“致力问题解决”“协作知识建构”及
“创造共享人造物”等得以实现。

第一,问题是合作学习的起点。深度的合作学习不是指形式上的交流与讨论,而是为了应对由

相应情境引发的真实问题,小组成员运用一定的认知方式并通过协作互动,使问题获得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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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第二,协作知识建构是对个体认知建构的补充和完善。小组成员在个体对知识的理解基础上,

进行意义共享或为达成某些共识而开展交流协商时,即形成集体建构知识的过程。比如,小组成员

A通过对问题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解决方案,其他成员积极回应,彼此相互反复激发、评价与

修正,从而逐渐形成新的认知,达到对知识的深层理解。在此过程中,需要对各成员贡献的理论或

观点进行梳理、综合和提升,并及时记录,以文字的形式使协同建构的知识显性化。
第三,创造共享的人造物有利于学生反思自己的知识创造活动。人造物是学习者思维建模的

工具和载体,既是其他学习者的认知工具,也为个体反思提供依据。在合作学习中,教师需要注重

引导人造物的生成过程。比如,在“校本教育研究方法实验课”上,教师会定期组织学生分享项目进

展情况,安排小组代表分享该组的论文或方案等,重点介绍论文/方案的形成过程,展示如何提取信

息、编码信息、建构知识、整合知识及使用了哪些媒介工具。学生以生动具体的实例展示人造物的

生成过程,将思维过程可视化,这样既可供他人学习借鉴,亦可根据教师和同伴的评价完善自己的

认知图式。
(四)自主教学:线下知识深度加工

各小组在合作学习环节评选出本组“优秀作业”后,教师会对“优秀作业”进行批阅并提出教学

建议。所谓“课堂自主教学”,即学生以“优秀作业”为教学内容,组织实施教学活动,面向班上的其

他同学进行授课。课堂自主教学强调“真实学习情境的创设”和“评论式听课任务的布置”,以体现

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意蕴。
第一,真实学习情境的创设为学生提供了教学的机会。情境的真实性是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

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教师把真实的课堂交给学生,让学生在真实的课堂情境中组织教学,这是学

生对未来将要从事的教学活动的一种初步尝试。学生通过课堂自主教学将自主学习的成果“运用”
于课堂的过程,即是将内化后的知识外显化的过程,体现了学生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在这一环节,
教师是重要的帮促者。为了保证课堂的质量和高效性,教师必须对学生的教学设计和课件进行严

格把关,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评论式听课任务的布置保证了学生的学习效果。由于自主教学是面向同班同学授课,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听课同学的学习参与度。为了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课堂、进行

深度学习,教师会根据评课的原理和方法,提出评论式听课的思考框架,要求学生做到边听边记边

评论。听完课后,先在小组内点评,轮值组长做好记录,并将大家的评论进行提炼、分类、汇总,之后

再由小组代表在全班进行点评。教师根据大家的发言,进行针对性的补充评课与指导,并对同学们

的提问进行答疑解惑,然后布置课后作业,与学生一起“合作规划”下一次课的任务。
(五)协同评估:评估融入学习活动

协同评估是指评估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以形成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反馈互补互促的多元

评估体系。首先,在自主学习环节,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成功标准和进度监控表,评估自己的学习

行为并及时调整学习状态和策略,努力完成高质量的作业。其次,在合作学习环节,同伴之间相互

评价,产生思维碰撞,协同建构知识。在自主教学环节,“评论式”听课任务一方面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学习重要课目知识、掌握听评课的方法,另一方面提升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同时,教师的指

导性反馈又能对学生的学习起到更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六)巩固学习:深度反思不断改进

巩固学习是指课后学生对自主学习、合作学习、自主教学、协同评估的自我反思以及对同伴评

估和教师反馈的整理和内化。学生在课后对知识的反思和批判性吸收是不可或缺的,是“对学习的

学习”,凝结了学习过程中的精华。自我反思也是一种学习品质,能够把对相应问题的思维过程上

升到一定的高度,构成一定的认知策略,促进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实现。自主教学完成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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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反思,关注学生产生的元认知,即要求学生对学习过程进行回溯和再思考。同

时,学生需要基于同伴和教师的评估、反馈,进一步修改自己的作业,将同伴和教师的好建议一一落

实,完成一份“单元学习报告修改稿”。在此过程中,还需完成一份“学习收获与教学改进建议”,努
力做到在下一次教学设计和实施中有所进步。

四、结 语

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与发展,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已构建成型(详见图1)。学生以“六
步”学习为载体,组建拥有共同学习理想的学习共同体,通过自我投入和共同体成员的交互,借助一

系列工具,经由分析、综合、评价、反思等高阶思维,持续创造和改进人造物。在这样的学习行为熏

陶下,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学以增能、学以创知的习惯。

图1 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方式示意

进入“互联网+”时代,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深化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认知性、反思性、实
践性和社会性工具促进个体学习者、共同体成员及知识内容之间深度交互,同时支持、监控、修正学

习过程,帮助学生实现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六步”学习过程基于混合学习环境,在工具支持下,

以“合作规划”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通过“自主学习”,促进养成自主、自发高度投入学习的习惯,

培养学生分析、评价、综合、创造等高阶思维,引导学生建构知识、完善认知结构并持续创造新知;通
过“合作学习”,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并在互动交流中协作建构知识;通过“自主教学”,培养学

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实现知识的迁移与运用;通过“协同评估”,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实现以评促

学;通过“巩固学习”,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并在反思中不断改进。

在实际运用过程中,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的成效主要体现为学生创造了以下两类知识:有效教

学知识和校本课程知识。第一,创造了有效教学知识。学生以所学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借助每学期

的见习机会,深入一线体验小学教师有效教学的隐性知识,将其显性化并与已有显性知识整合,建
构自己的有效教学知识,进而在见习实习中加以运用,并撰写出承载有效教学知识的人造物———论

文。第二,创造了校本课程知识。学生深入调研见习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方面的实际需求,结合所

学的课程开发理论,研制出具体的“校本课程方案”。学生以校本课程方案为载体,融理论、实践与

研究为一体,实现了校本课程知识创造。

知识创造型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全身心参与到学习过程中,经过四年的努力,学生的知识创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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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教学能力等得到有效发展,为未来的教学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

有待改进的问题,比如:教师提供的工具包不一定适合每一名学生,今后需要鼓励和帮助学生自主

开发和改进工具,以适用于不同的学习情境;部分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和学习效果保障仍较多地依

赖于教师的外部激励、督促和指导,今后需要探索如何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并培养其自

主反思与改进能力。

参考文献:
[1] 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国高等教育,2018(15):4-10.
[2] 余璐,曾文婕,王文岚,等.构建网络化整体学习方式促进卓越教学能力发展的行动研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6(2):102-112.
[3] 曾文婕,蒋慧芳,陈思宇,等.知识创造型学习方式的构建与实践———基于卓越小学教师培养的探索[J].教育发展研究,2017(18):

43-49.
[4] 曾文婕,柳熙.获得·参与·知识创造———论人类学习的三大隐喻[J].教育研究,2013(7):88-97.
[5] 赵国庆.概念图、思维导图教学应用若干重要问题的探讨[J].电化教育研究,2012(5):78-84.
[6] 武法提,张琪.学习行为投入:定义、分析框架与理论模型[J].中国电化教育,2018(1):35-41.
[7] 郑东辉.促进深度学习的课堂评价:内涵与路径[J].课程·教材·教法,2019(2):59-65.
[8] 陈娜.学习投入的内涵、类型及其优化[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8(5):82-87,127.
[9] 刘俊生,余胜泉.分布式认知研究述评[J].远程教育杂志,2012(1):92-97.
[10] LAKKALAM,PAAVOLAS,KOSONENK,etal.Mainfunctionalitiesoftheknowledgepracticesenvironment(KPE)affording

knowledgecreationpracticesineducation[C]//OMALLEYC,SUTHERSD,REIMANNP,etal.Computersupportedcollabo-

rativelearningpractices:CSCL2009conferenceproceedings.Rhodes,Greece:InternationalSocietyoftheLearningSciences,

2009:297-306.

ConstructionandPracticeoftheModelofKnowledge-CreationDeep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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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studentscreativecompetenciesofthecurriculumandinstruction,
enhancetheiracademicchallenge,stimulatetheirlearningmotivationandprofessionalinterest,and
increasetheirworkload,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hasconstructedandpracticedamodelof
“knowledge-creationdeeplearning”,whichisbasedontheintegrationoftheadvantagesof“the
knowledge-creationlearning”and“deeplearning”.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theknowledge-creation
deeplearningaretheemphasisonthesupportoftools,thelearnersengagement,thecollaborativein-
teractionoflearningcommunities,andthepromotionofthecreationofartifacts.Theeffectivedevel-
opmentofknowledge-creativedeeplearningdependsonthefoursupportingtools.Epistemictoolpro-
motesknowledgecreation;reflectivetoolguidesdeepreflection;pragmatictoolmanageslearning
process,andsocialtoolregulateslearningactivities.Thelearningprocessofknowledge-creativedeep
learningincludes“thecooperativeplanning,theself-directedlearning,thecooperativelearning,the
autonomousteaching,thecollaborativeassessment,andtheconsolidatedlearning.
Keywords:knowledge-creationlearning;deeplearning;teachereducation;goldencourses;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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