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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运用信息技术认知工具促进深度学习
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 鲍贤清 张 仙

教育的 目的之一是帮助学生掌握必

要的认知 智力 工具和学习策略
,

使

他们能够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

开发和运

用恰当的认知工具是达到深度学习 的非

常行之有效的途径
。

一切能促进学习者

认知
、

帮助学生进行思维的工具
,

包括

纸
、

笔
、

模型等都可称为认知工具
。

基

于心理学
、

知识科学
、

教育学而开发的

计算机认知工具能极大地便利学习过程

并促进深度学习
。

见下表

很难说这些软件是为深度学习或有

意义的学习 “

度身定做
”

的
,

但它们确

实能有效地帮助学习者学会思维
,

深入

学习
。

比如
,

电子表格软件能帮助学生

从数据中获得更为丰富的信息 互动软件则通过构建

虚拟的实验环境让学生通过亲手操作理解知识点 运

用多媒体和超链接技术的百科网站或光盘则声形并茂
地为学生提供更为真实的学习内容

。

思维可视化软件

则帮助学习者进行思维训练
、

建立知识间的联系并再

现元认知过程
。

正如没有哪种教学方式是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一

样
,

也没有哪种单一的认知工具是万能的
。

最好的促

进深度学习的方法是根据需要恰当地使用 认知工具
,

在教学的不同环节促进学生的理解
、

反思和元认知
。

下面列举了一个具体的案例
。

课程 研究粮食与人 口 的相互关系
。

教学对象 高中一年级
。

教学 目标 学生能通过对人 口和粮食问题的研究

学会运用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
,

通过图表来解释现

象
,

阐述 自己的论点
。

教师首先介绍问题的由来和知识背景
,

将探

究方法以概念图的形式展示给学生
,

并介绍统计图的

知 识点
。

见图

分析 就知识点而 知识点的教学往往会让学生
“
只 见树木不见森林

” ,

而 用 思维可视化的方式将所教

知识点的
“

来龙去脉
, ’

呈现给学生则能起到
“

仙人指

路
”

的效果
,

以便与后续的知识联 系起来
。

安排课题实施步骤 ①研究

电子表格软件

互动软件

与数据有关 的

学科

抽象度较 高的

学科知识点

多媒体软件

思维可视化软件

大部分学科

大部分学科

按一定方式组织数据
,

并可将数据图形

化
,

帮助学生理解趋势
、

比例等
。

将抽象的原理
、

模型演示出来
,

并让学

生设置变量和参数
,

看到改变变量和参

数后的效果
,

有利于掌握概念原理等
。

引人入胜
,

为学习者带来多感官刺激
。

表达概念与概念间的联系
,

能有效地把

已有的知识和先前的经验联系起来
,

组

织和表征知识
。

前小组分工 ②填写课题计划书和

实施表 即每组的课题陈述
、

课题

的可行性
、

研究的内容和难点
、

计

划 进 度和 组 内人 员工 作 的安排

等 ③做好小组私个人活动记录

④实施过程中填写资料包 包括经

过每组组员整理
、

归类 的所有资

料
,

如读书笔记
、

读书心得
、

网址

集锦等 ⑤演示报告 运用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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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技术把每组的成果展现在同学和教师面前
,

向

同学介绍 自己在研究课题中的收获
。

分析 深度学习 强调 学习 者学习 的不是孤立 的

知识
。

同样
,

学习者本身也不是孤立 的
,

学生必定置

身于一个协作探究的学习环境 中
。

一个正式或非正

式的
、

强 或弱联 系的学习共 同体是促进深度学习的

重要因素
。

目前探究课大 多已采用 了各种协作学习

的 方 式
。

学生用概念图给出研究支架
。

身于它所能应用的环境
,

才是有意义的
。

学习者也只

有在一定的环境下应用 才能获得相应的知识技能
。

学

习者应知道所学知识什么 时候能够被运用

—运用的

条件是什 么 。

就这点而 言
,

基于问题 一

的教学是实现这点的有效途径
。

学生学习过程举例
。

学生通过因特网
、

多媒体光盘和查阅图书馆资料

获得与主题相关的一系列数据

年年份份 人数数

年年份份 产量量

在将数据进行图表转换后获得需

要的信息 参见图

分析 深度学习不仅强调 思维层次的
“

深
” ,

也

注重学生思维的
“

广
” 。

思维可视软件能促进学生头

脑风暴
,

发散思维
,

从更多的角度拓展他们 的问题空

间
。

同时
,

学习使用思维可视化软件本身也是一种思

维训练的过程
。

学生 自主学习多媒体百科光盘
,

查找有关农

作物
、

人 口的分布情况
,

并从光盘和因特网上获取所

需的数据
,

思考通过
“

粮食
”

我们可以引发哪些与之

有关的因素
。

填写研究支架概念图
。

分析 学习
“

条件化
”

的知识
。

有用的知识是与

生活 实际相联系的知识
。

因此
,

知识必须
“

条件化
” ,

否则它便是惰性的
, 。

只有当知识置

分析 这部分是课程的知识点之一
。

获得数据是

学生进行研究的第一步
,

信息来源 于数据的有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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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的 图表工具
,

它使学生能按所需的方

式组织数据
,

将数据图形化
,

得到更多信息
。

学生通

过电子表格软件的使用
,

在对学习材料的理解上又深

了一步
。

学生通过数据的分析和一系列的思考
,

再次用概

念图得出研究结论 参见图

分析 思维可视化软件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拓展思

维
,

还能有效地进行对元认知的记录
。

元认知这一术

语最早是由 通过对元记忆的研究在 年提
出的

。

它是指学习者有关 自身认知过程的知识
,

或者

说元认知是一种思考如何思考的能力
。

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建构过程
,

学生在这个过程中

储存有组织的信息
,

将教师传授的知识转变为有用的

技能 如问题解决
。

学生运用这个认知工具完整地

把思维过程记录下来
,

这对今后进一步实现学习的反

思很有帮助
。

而且
,

具有元认知能力的学习者更倾向

于能把 自己在一个学习领域所学的知识迁移到另一个

领域
。

从这个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
,

认知工具是可 以综

合交叉使用并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
,

而不是停留于资

料和数据的搜集
。

这些认知工具促进

深度学习的作用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达到类似
“
出声

思维
”

的效果
。

学生在使

用思 维可视化工 具 时
,

把个体的思维方式都记

录 了下来
,

这对教师和

学生都非常有意义
。

教

师可以从中发现学生的

信息组织方式和对概念

与概念间关系的理解深

度
,

并实现过程性评价
。

学生则能把脑中的
“
思

维影像
”

定格下来
,

帮助

自己理解记忆
。

深度学习的核心

是学会思维
,

认知工具

则可成为思维建构的阶

梯
。

例如
,

在上述案例

中
,

面 对 搜 集 来 的数

据
,

电子表格软件就起

到 了帮助学生综合分析

的作用
。

学生可 以利用

电子表格软件对数据进

行各种形式的处理
,

而

每种形式都可能产生不

同的解释
。

在最后的汇

报中
,

学生从中选出最有利于表达 自己和说服听众

的形式
。

元认知
。

元认知的基础是评判性思考能力
、

表

达自己思维过程的能力及反思能力的发展
。

当学习者

把思维过程可视化时
,

另一大优势就是帮助学生把

新
、

旧知识有意义地联系起来
,

构建起紧密的认知结

构体系
。

当学生掌握了各概念之间的联系时
,

也就掌

握了规律性的知识
,

从而帮助他们在新环境
、

新情境

下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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