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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混合式教学
促进深度学习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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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重庆400074)

摘要:深度学习是以知识整合为学习基础,以批判性高阶思维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为阶段

性教学目标,强调学生学习过程体验和元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学习科学、多元评价和现代智慧教育技术为支

撑的主动、灵活、愉悦学习。基于国内外关于深度学习的主要理论观点,构建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混合

式教学框架,旨在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促进深度学习,着力解决知识碎片化和教学浅表化问题,

适应“互联网+”时代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帮助学生学以致用,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深度学习的混合式

教学设计是一项具有系统性、艺术性和挑战性的工作。高校教师在混合式教学实践中应注重目标导向、情感

体验和“支架策略”三个维度,从这三个维度去设计和开展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其中目标导向

包括思维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是促进深度学习的前提;情感体验包括过程体验、学习动机和元认知,

是促进深度学习的基础;“支架策略”包括学习策略、评价策略和技术支持策略,是促进深度学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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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

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号)指出高校

要推进课程改革创新,重视特色课程建设,“提
升课程的高阶性,突出课程的创新性,增加课

程的挑战度”[1]。创新教学方法要以提升教学

效果为目标,注重对课堂教学的设计,加强现

代信息技术与高校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解决

好教与学模式创新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杜绝信

息技术应用的简单化与形式化[1]。该文件对高

校课程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教学方法变革的方

向以及学生综合能力和高级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信息技术不断革新,互联网蓬勃发展,智
能手机广泛应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教育

模式正引来一场新的教育革命。传统的行为主

义理论、认知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已经不能

适应新时代网络学习的需要。在“互联网+”教
育的大背景下,如何运用新兴的计算机技术和教

学方法构建学生易于参与、注重学习体验、彰显

个性的学习模式,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新时代

新课题。探索一种新型的“互联网+”混合式教

学模式,应注重如何设计“互联网+”条件下的

课堂教学,以及如何有效实施和评价[2]。1976
年,有学者把机器学习(MachineLearning)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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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深度学习”概念引入教育学领域[3]。深度

学习可以为解决混合式教学问题提供理论依

据,被认为是未来混合式教学改革的方向。

一、高校混合式教学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们正处于高度信息化时代,MOOC(大
规模在线开放课程)、SPOC(小规模限制在线

课程)、翻转课堂、在线教育、在线学习、移动学

习、混合式教学和混合学习等教育主题成为近

年来国内外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一)高校优质课程资源不断丰富

截至2019年12月,就MOOC课程建设而

言,全球900多所大学总共推出了1.35万门

MOOC课程。仅在2019年,全球450所大学

开设了约2500门 MOOC课程[4]。MOOC课

程在中国的建设速度也非常快。截至2019年

4月,中国共有12500门 MOOC在线课程,约
为2017年的4倍。在我国,参与 MOOC课程

的学者超过2亿人,约为2017年的3.6倍。全

国已建成1291门国家级优秀网络开放课程,是

2017年的2.6倍。目前国内有1000多所高校

开设 MOOC课程,其中在韩国、西班牙、法国、
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知名课程平台上建立了

200多门优质 MOOC课程[5]。2020年2月,
“iCourse”网站新增注册用户91.1万人,客户端

新增 用 户 676 人。中 国 高 校 MOOC 应 用

“iCourse”移动终端被下载安装4550万次,平
台上授课课程达1.8万门。新增课程科目44.7
万门,新增学者1332.8万人[6]。随着信息技

术、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关注 MOOC
课程建设的优秀智囊加入,我国优质 MOOC
课程资源不断丰富。

(二)混合式教学推动传统高等教育变革

2020年2月,我国教育部发布《关于疫情

防控期 间 高 校 网 络 教 学 组 织 管 理 的 指 导 意

见》,明确要求所有优质的网络课程和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资源都要向高校免费开放。截至

2020年2月,我国教育部已经组织了22个在

线课程平台,开发了一系列多样化的在线教学

解决方案。例如,我国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为

主体,在12个本科学科和18个专业开设了2.4
万余门免费在线 MOOC课程,包括1291门国

家级精品开放在线课程和401个国家级虚拟仿

真实验,它们共同推动了疫情防控期间各级各

类学校的教学工作,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

不停学”[7]。教师在线授课、学生在家学习、家
长配合监督成为在线学习的主要形式[8]。可

见,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线上教学已成

为当前教育的重要手段,混合教学模式已对传

统教育起到真正的革新作用。
(三)出现知识碎片化和教学浅表化等问题

“互联网+教育”模式相比传统的面授更

具教学优势:优质课程资源更加丰富,师生互

动更加多样化,学习时间和空间选择更加灵

活,教学支持服务更加准确、及时,教学效果反

馈评价更加科学客观。虽然“互联网+教育”
模式可以实现与传统教育的优势互补,但是,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

学生获得的知识明显是碎片化的,这就使得在

碎片化的知识模块中很难建立具有整体关联

性的知识体系和逻辑结构[9]。这种新的学习方

式是快餐化、小型化的,会带来人们对学习肤

浅浮躁的担忧和疑虑[10]。当前,高校混合式教

学存在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不理想、小组协作

的参 与 度 不 高、深 度 学 习 的 投 入 较 少 等 问

题[11]。案例研究表明,“停课不停学”的在线教

学方式大多只停留在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教学

手段的简单叠加应用方面。比如在线直播同

步教学,由老师直接将线下课移动到线上进行

教学。在网络课程的异步教学中,教师过于注

重“刷够时间”[12]。这就需要广大教师重新审

视在线教育,注重更新教学观念,以适应“互联

网+”时代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二、深度学习的理论内涵和核心观点

当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深度学习内涵与路

径的研究日趋丰富和深入,从不同角度阐述了

深度学习这一概念的内涵。研究者从关注深

度学习的方式和能力转向关注深度学习的过

程,其核心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度学习是一种主动批判性学习方式

许多学者从学习方式的角度给“深度学

习”概念下定义,认为深度学习是一种积极的、
批判性的学习方式,也是实现有意义学习的有

99



效途径。深度学习强调学生主动理解而不是

被动记忆,强调批判性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
强调建立原有知识与新知识的关联而不是孤

立的 知 识 片 段,强 调 所 学 知 识 的 迁 移 和 应

用[13]。深度学习是一种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学习方式,要
求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知识和旧

知识的联系,将所学知识灵活运用于实际问

题,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因此,深度学习是一

种自主性的学习、有意义的学习及探究性的学

习[14]。同时,深度学习强调将学生以前的知识

和经验联系起来,注重前后逻辑关系和推理,
这意味着学生是为了理解而学习,即主要表现

为学生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批判性理解[15]。深

度学习注重整合信息,促进学生进行知识建

构,注重所学知识的迁移与应用,提倡主动学

习和终身学习,聚焦实际问题,这与当今所提

倡的主动性学习、有意义学习和创新性学习等

学习理念高度一致[16]。深度学习还强调,学生

要根据自身的兴趣以及学习需求运用多样性

的学习策略,建立多学科知识联系,强调整体

性知识的内化和真实情境复杂问题的解决。
我国最新一轮教育改革中所提倡的诸如基于

问题的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基于设计的学

习和“抛锚式教学”等诸多现代教学方式,也在

很大程度上融入了深度学习理念,要求学生要

理解、锻炼高阶思维,主动建构新知识,有效迁

移知识及解决真实问题[17]。简而言之,深度学

习是一种探究式和理解性的主动学习方式[18],
特别关注信息加工的深层水平、高阶思维和批

判性思维、知识建构和转化的主动性、知识传

递的有效性和问题解决的实效性。
(二)深度学习以学生核心能力发展为导向

一些学者和教育组织从培养目标和学习

能力的角度对“深度学习”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如,美国卓越教育联盟(AllianceforExcellent
Education)提出深度学习是让学生理解并掌握

核心知识内容、批判性思考、解决复杂问题、协
同合作、有效沟通,并能自我指导、吸收消化和

提出反馈意见[19]。教师要用创新的教学方法

向学生传递丰富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进行有

效的学习,让学生学以致用。该组织强调深度

学习注重把标准化考试与自主学习能力和掌

握理解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等能力联系

起来。美国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
liamandFloraHewlettFoundation)强调,深度

学习是学生胜任21世纪工作和公民生活必须

具备的能力,主要包括对知识的理解能力以及

在课堂学习和生活中应用这些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它具体涵盖了六项能力,包括掌握核

心学术内容的能力、批判性思考和解决复杂问

题的能力、共同工作的能力、有效沟通的能力、
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以及培养学术思维的能

力[20]。这一能力框架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学者

对深度学习的理解。它着眼于21世纪的人才

素质和人才需求,将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纳入

深度学习理念[21]。JulieMartin认为,深度学

习是指学生为了应对未来工作和生活中可能

遇到的困难,为获得成功而需要掌握的知识、
技能和思维能力[22]。Bransford等认为,深度

学习是让学生真正理解所学知识,促进学生将

所学知识长时间地保存在头脑中,并能随时提

取所 学 知 识,解 决 各 种 新 情 况 下 出 现 的 问

题[23]。国内学者黎加厚认为,深度学习是指学

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学习新的知识和

思想,并将这些内容融入其已有的认知结构,
能够在各类思想之间建立联系,且能在新的情

境中迁移应用已有的知识,解决现实问题[24]。
也就是说,深度学习是为了获得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
(三)深度学习是高水平认知加工过程

许多学者和组织将深度学习视为一种特

殊的学习过程。外国学者Biggs认为深度学习

涵盖了主动的、高水平的认知加工过程[25]。尼

克尔森和詹森认为深度学习的意义在于:无论

是获取新知识还是掌握新技能,都必须经历不

止一个学习过程,而且需要对知识和技能进行

高水平的分析和加工,让学生获得创新的思想

和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并能应用这些知识和

技能。从本质上讲,深度学习是一个结构知识

和非结构知识意义建构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

的信息加工过程。它要求学生对已激活的先

前知识和新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整合和精细

加工,即从感知、理解、同化、分析、加工到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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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最终 目 的 是 培 养 学 生 的 高 阶 思 维 能

力[26]。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专家组(Na-
tionalResearchCouncilPanel)的说法,“深度

学习”是一个学习过程,学生通过经历该过程

能将所学到的知识从一种情境应用到另一种

新情境之中,即迁移[27]。可以说,深度学习是

学生获得这种高阶思维迁移能力的过程。
(四)深度学习的相关研究不断丰富

新兴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促进深度学

习的混合式教学研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

点。这一领域的研究趋势不断发生变化,而深

度学习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丰富。从深度

学习的含义上看,国外学者更关注深度参与的

学习和促进高阶学习的策略,而国内学者更注

重学生高阶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与迁移应用。

尚无研究关注如何增强深度学习方式的灵活

性、如何让课堂教学体现深度学习理念,并如

何借助智慧课堂的优势解决学习过程中的各

种问题[28]。从深度学习的研究范围来看,深度

学习目标从注重学生三维能力的发展转向注

重核心素养的培养;学习领域从正式学习转向

非正式学习和正式学习融合的学习领域;研究

问题的选择已经从结构良好的问题转向非结

构性问题;研究范围从核心学科研究转向跨学

科研究;评价取向从总结性评价取向转为绩效

评价取向;技术应用从技术支撑型向智能教学

型转变[29]。

笔者在借鉴以上深度学习观点的基础上,
认为新时代的深度学习除了高阶思维、核心能

力和高水平认知加工这三个核心要素外,还应

包含支持学生深度学习的情感、情境与“支架

策略”,即在深度学习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是灵

活的,学习状态是轻松快乐的,技术的使用和

资源的获取是便捷的。因此,笔者认为深度学

习包括学习目标、学生情感体验和“支架策略”

这三大维度,并将深度学习定义为以整合性知

识体系与方法论为学习基础,以提升批判性高

阶思维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终极目

标,强调学生学习过程体验和元认知能力培

养,以学习科学、多元评价和现代智慧教育技

术为支撑的主动、灵活、愉悦学习。

三、混合式教学中的深度学习设计理论

现有研究通过深度学习路径设计和深度

学习教学元素设计来促进混合式教学中的深

度学习。
(一)路径理论

深度学习的路径理论,又称“阶段理论”。
学者主要基于认知理论、建构主义思想和安德

森修订的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构建深度学

习过程模型。詹森和尼克尔森首先提出了深

度学习路线(deeperlearningcycle),这是一个

六阶段的过程模型,包括学习目标和内容的设

计、学习者的预评价、主动学习文化的构建、对
已有知识的准备和激活、所学知识的深度加工

与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30]。吴秀娟等构建了

深度学习的一般过程模型,包括三个阶段九个

步骤,即导入阶段的“关注与期待+原始知识

激活”和主动学习阶段的“选择性感知+知识

信息整合+批判性分析+知识建构或转化+
提取或迁移应用”,以及评价阶段的“评价+创

造”[18]。纪宏璠等提出了“深度学习”过程的四

个阶段,包 括 准 备 阶 段(设 计 学 习 目 标 和 内

容+预评价+构建主动学习文化)、知识主动建

构阶段(准备和激活先进知识+获取新知识+理

解和批判)、知识转移和应用阶段(知识转化+转

移和应用)、评价和创造阶段(分析+评价+创

造)[31]。曾明星等人设计了基于SPOC的四阶

段“深度学习”过程模型,包括教学准备阶段,
知识构建阶段,转移、应用与创造阶段以及评

价与批评阶段[32]。
(二)框架理论

“深度学习”教学设计要素的设计理论,也
称为框架理论。有学者提出促进深度学习的

信息化教学设计应关注如下七大维度:教师角

色(学习的促进者)、学习者角色(学习与建构

知识)、目标导向(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内
容特征(基于问题的多维知识整合)、策略选择

(以学习为导向:主导、支持、建模、反思、元认

知等)、技术应用(以认知工具为基础的学习工

具)和评价方法(关注元认知的发展)[33]。
以上深度学习设计理论只是从深度学习

发生过程和应包括的要素方面进行阐述,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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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念上的概括。该设计理论在一线教师实

际教学设计中很难落地,因此需要进一步设计

更具可操作性的促进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方

案,这就是我们下面详细讨论的内容。

  四、促进深度学习的高校混合式教学

框架的构建

  已有大量研究从什么是混合式教学、高校

如何开展混合式教学和混合式教学对高等教

育机构和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

讨。但从深度学习理念角度讨论混合式教学

设计的研究很少,从高校一线教师角度探讨深

度学习混合式教学设计的研究更少。毋容置

疑,深度学习理论对于混合式教学提出了更新

更高的要求,在此变化下,混合式教学在教学

过程、设计目标、课程内容、实施策略、评价方

式与媒体工具等方面都应作出相应调整。上

述深度学习的理论内涵和核心观点、深度学习

阶段理论与框架理论诠释了深度学习必须包

含的要素以及深度学习发生过程,为促进深度

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框架构建提供了依据。也

就是说,教师要精心营造一个“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环境,充当学生学习的推动者,促使学

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4]。深度学习

理论强调教学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给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提

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如何将深度学习

理论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活动实践,
是在线教学设计的关键和难点,也是涉及多个

教育方面的复杂问题。接下来,为了简化此问

题,我们尝试根据“深度学习”概念的各个核心

要素,讨论从深度学习理论出发,构建“以学生

为中心”的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框架,即为什

么这样构建和如何促进深度学习,帮助高校一

线教师领会如何让自己所开设的混合式课程

体现深度学习的特征。
(一)构建依据

我们探讨的是高校混合式教学,其中涉及

的教学对象是已经获得了一定经验的成年大

学生。根据成人学习理论,成年学习者的学习

是以问题为中心,独立指导自己的学习,明确

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和个人目标[35]。有学者

指出我国大学教学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学生知

识内化不足[36]。高校课程很大程度上与学生

学习需求相分离,而高校教师作为各种专业课

程教学的承担者,应帮助和促进学生专业课程

的学习,发挥领路人的作用。因此,课程设计

应考虑学生的学习需求[37]。简单地将在线活

动添加到现有的面授课程中而不重新设置课

程目标,并不是混合式教学的有效方法[38]。因

此,高校教师重新定位混合式教学目标,必须

充分考虑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以核心知识为载

体,使学生实现更高层次的学习,注重发散性

和归纳性思维,从而培养深度学习中的高阶思

维、核心能力和高水平认知加工能力。由此,
我们认为促进深度学习,混合式教学设计首先

应该设定细化的目标导向。
教学目标的实现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和

与之适应的教学支持。大学生已经具备一定

的经验,也具备一定的自主能力。混合式教学

设计应充分利用学生的先前知识,激起学生的

情感共鸣,让学生体会学习的轻松和快乐,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这是成人学习理论的主要

原则之一。因此,促进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

设计,应注重大学生的情感体验,从此角度进

行详细规划。
无论是混合式教学目标的达成,还是促进

学生真正参与课程学习,都需要适当的教育方

法、学习方法和技术条件支撑。针对不同专业

的教学内容和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学习

需求,采用的支持策略应有所不同。探寻有效

的支持策略是有难度的[39],这也是高校教师需

要重点考虑和潜心钻研的方面。
综上所述,促进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设

计是一项具有系统性、艺术性和挑战性的工

作。为了进一步深入探讨高校混合式教学如

何促进深度学习的问题,结合深度学习理论和

我们已有的高校一线教学实践经验,经过研究

团队成员的多次反复讨论和推敲,我们认为可

将系统而复杂的深度学习混合式教学简化为

目标导向、情感体验和“支架策略”三大维度。
教师在设计混合课程教学方案时,应从这三大

维度着手思考如何进行混合式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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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混合式教学设计维度

1.目标导向

目标导向是在促进深度学习课程设计中

需要最先定位的部分。首先,教师要考虑学生

在学习此课程后应获得哪些知识、具备怎样的

思维能力和提升哪些能力,进而达到该课程的

深度学习要求,即教师应从知识内容、思维方

式和能力素质这三大方面设计深度学习目标。
深度学习要求学生具有批判性高阶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因此教师可以利用教师主导的探究

活动,帮助学生树立科学观念,促进学生内化

和思考,最终形成高阶思维。其次,教师要精

心考量培养学生具备相应的高阶思维应基于

哪些知识内容。我们认为教师应聚焦于核心

知识,引导学生实现新旧知识、多学科知识和

多渠道信息的融合与意义联接,注重知识的整

合,体现知识的系统性。教学活动可采用教师

讲授、类比推理、知识图谱构建为主的方式。
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锻炼

高阶思维,同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相应的“高阶

能力”,即以促进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尤其解决

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升为终极目标,同时注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迁移应用、有效沟

通协作、分析推理和团队合作能力,以及学会

学习和元认知能力。教师可采用针对实际问

题的案例教学法和任务驱动式教学法,激励与

引导学生思考,提出并共享分析方案,开展同

伴互评、思辨和总结等活动。

2.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是促进深度学习的重要因素。
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学科知识背景和专业学

习目标,因此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基

础、学习方式偏好和课程归属感等,让学生充

分参与课程教学,这是深度学习的要义之一。
情感体验可细化为学习过程体验、学习动机和

元认知三方面。学习过程体验指学生体会到

学习方式的灵活性,将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

相结合,认可教学方法与教学资源,在具体情

境中愉悦地学习,对整个学习过程感到有趣和

轻松。教师采用的方法主要包括:选择高质量

的教学视频;使用积极的、与学生经验相关的

课程资料;通过在线问卷、研讨、作业和测验等

持续获取学生问题,并给予相应反馈;录播在

线教学过程;提前让学生熟悉教学环境,及时

发布学习任务、内容、目标、课程进度和考核方

式提醒,提出期望;使用友好幽默言语,营造轻

松和谐、相互尊重的学习氛围以及线上线下学

习交流的良好环境。学习动机是直接推动学

生学习的内部动力,可通过真实情境创设、巧
妙设计提问、产生认知冲突、引起困惑来激发

学生求知欲,并通过明确学习任务与总评考核

之间关系等方式来激发学习动机。元认知主

要是指学生能够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学习任务

或学习对象有自己的见解,能够自我计划、监
控、补救,调整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和学

习活动。教师可采用学生自评和激励策略,发
布学情以促进学生自我反思,表扬表现突出

者,并给予落后者改进建议。

3.“支架策略”
“支架策略”是为促进深度学习目标达成

和学生充分获得情感体验所提供的各种支持,
要求根据不同课程特点、不同课程目标和不同

学生群体的特征来综合考虑,并没有“一刀切”
的支持方法。但总体而言,促进深度学习的支

持策略设计可以从学习策略、评价策略和技术

支持策略这三方面展开。学习策略指促进深

度学习的学习方法,包括研究性学习、主动学

习、多维表征学习、实践与思考相结合的学习、
有意义学习和理解学习等。学习策略应注重

问题驱动和任务驱动,明确要求学生在课前、
课中和课后需要探究的问题和完成的任务。
评价策略指促进深度学习所采用的评价方法,
包括表现性评价、过程性评价和多元评价方式

等,例如可将每次活动参与度均作为总评成绩

的一部分。技术支持策略指恰当地利用智慧

教育技术支撑深度学习各个维度功能的实现,
比如灵活运用直播软件、网络学习平台和在线

开放资源平台,利用开放资源实现点播学习,
采用腾讯课堂等实现在线直播和互动功能,采
用学习通等实现签到、问卷、在线小组讨论、作
业布置与批改等功能。

在高校混合式教学促进深度学习的过程

中,目标导向是前提,情感体验是基础,“支架

策略”是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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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在混合式教学中促进学生实现深度

学习目标。

五、结语

本文针对高校混合式教学存在的知识碎

片化和教学浅表化问题,以深度学习理论为基

础,分析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深度学习的内涵与

要求,认为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深度学习除了

包含整合性知识体系建构与方法论学习、积极

主动学习以及批判性高阶思维和核心能力培

养以外,还应强调学生学习过程体验和元认知

能力培养以及学习科学、多元评价和现代智慧

教育技术等的支撑作用,应当促进学生在愉悦

的过程中灵活学习。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度

学习理论与高校课程教学实践经验相结合,构
建促进深度学习的混合式教学框架,探讨促进

深度学习的高校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思路,为
大学生开展深度学习提供指导,为高校教师制

定深度学习教学策略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在后续研究和教学实践中,我们还需要开展相

关调查、教学实验等来对此设计模式与思路进

行调整和完善,进一步促进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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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WaystoPromoteDeepLearningThroughBlendedTeachingintheUniversityCourses

ZHANGZhengren,YANGJuan,YINPengfei
(School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ChongqingJiaoto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China)

Abstract:Deeplearningisanactive,flexibleandenjoyablelearningbasedonknowledgeintegration
methodology,withtheenhancementofcriticalhigher-levelthinkingabilityandcomplexproblemsol-
vingabilityasthestageteachingobjectives,emphasizingstudentslearningprocessexperienceand
meta-cognitiveability,andsupportedbylearningscience,multipleassessmentsandmodernintelligent
educationtechnology.Onthebasisofsortingouttheexistingtheoreticalresearchesondeeplearning
athomeandabroad,weshouldbuildanoperableandinstructiveframeworkforhybridteachingto
promotedeeplearning,aimingtopracticethe“student-centered”teachingphilosophy,focusonsolving
problemssuchasknowledgefragmentationandteachingsuperficiality,soastoadapttothechangesin
studentslearningmethodsinthe“Internetplus”era,helpstudentsapplywhattheylearn,andim-
provetheeffectivenessofteaching.Basedonthis,themixedinstructionaldesigntopromotedeep
learningisasystematic,artisticandchallengingwork.Inthepracticeofblendedteaching,college
teachersshouldpayattentiontothethreedimensionsofgoalorientation,emotionalexperienceand
“scaffoldingstrategy”todesignandcarryoutblendedteachingthatcanpromotestudentsdeeplearn-
ingfromthesethreedimensions.Amongthem,goalorientationincludesthinkinggoals,knowledge
goalsandabilitygoals,whichisthepremiseofpromotingdeeplearning;Emotionalexperience,inclu-
dingprocessexperience,learningmotivationandmetacognition,isthebasisforpromotingdeeplearn-
ing;“Scaffoldingstrategy”includeslearningstrategy,evaluationstrategyandtechnicalsupportstrate-
gy,whichistheguaranteetopromotedeeplearning.
Keywords:deeplearning;blendedteaching;universityteachers;goalorientation;emotionalexperience;
scaffolding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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