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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紧”，高二“实”，高三“冲”。高中三年就是一场马拉松，需要我们全

盘规划，充分把握每个阶段的特点，步步为营，进阶发展。

高二的“实”落在何处才能为高三打下深厚的基础？深度学习是培养学生素养的

必然要求，深度学习品质的提升是高二阶段学习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促进高二阶段

深度学习品质的提升？

一．促进深度获取知识的基本路径：模仿——内化——强化——精准

提升深度学习的品质离不开这个基本路径，它靠学习常规来保证。只有做到学习

习惯的训练有素，学习流程的规范高效，才能进入提升深度思维品质的下一步。

1. 模仿是认真听讲、认真领会，照着操作流程去实践。模仿具有机械性，被动性，但

又是学习的重要基础，不可缺少。据此，笔者提出课堂学习的“三动”即动口、动手、

动脑和课外学习“两记”即复习笔记和问题笔记。动口就是在课堂要多提问多发言多

配合，提升专注度；动手就是动手记笔记、写批注，这是听课留痕，提高听课效率；

动脑就是会思考，有质疑，能追问，领会课堂知识。课外及时复习，同时有复习笔记

和问题笔记，这是复习留痕，帮助知识消化。从高一起，笔者一直在培养学生课堂学

习“三动”和课外“两笔记”的习惯。进入高二，进一步强化。为提升深度思维品质

打下基础。

2. 内化是弄懂条件，将新知与自我的已有经验联系起来加工，由外而内消化。内化要

突破模仿阶段的依葫芦画瓢和孤立记忆，是模仿的思维升级，具有能动的转化性。有

哪些学习习惯能有效帮助学生内化知识呢？一是熟读教材，建立学科章节知识框架，

将碎片知识整体化；二是建立教材和题目的联系，读教材明考点，做题目想教材，逐

步训练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从而真正内化知识。三是用完成解

题思维导图、写出答案详解等方式内化学科思维方法，尤其是内化掌握基本题型和典

型题类的思维习惯和解题方法。内化对学生提出的最基本要求是思考、联系、归类。

3. 强化是通过反馈、评估、强化过程，由陌生到熟悉，主动在头脑中形成从无到有的

神经回路，进行有效储存和积累。达到强化目的的有效举措之一是有效的习题训练，

“刷题不是万能的，不刷题是万万不能的，”但这种强化学习很容易陷入“过度学习”

的误区：为刷题而刷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坚持每日习题批改返还后继续“二次 ”

作业，解析错因，明白知识漏洞；同时进一步强化基本题型和典型题类的思维习惯和



解题方法。也就说，能有效达到强化学习的刷题是深度学习和刷题，是搞得清来龙去

脉的刷题，是能内化过程、强化模型的刷题。

4. 精准：达到学习掌握的准确完整的形态，包括对信息获取和解读的准确完整，对知

识调动和运用的准确完整、对知识描述和阐释的准确完整。精准是“与可画竹”胸有成

竹，是非常高的理想状态，是前三段学习过程的目标。

二、促进深度学习品质提升的关键任务：培养思维

根据学生思维状态的不同，大致可分三种学习思维类型：第一类，“披着羊皮卖

狗肉”——思维懒惰型。有的同学“不动脑”，看起来很忙，实际上都是做表面文章。有

的同学“拖延症”，不愿意打开思路想，回避“烧脑”，拈轻怕重。有的同学“不自控”，不

专注，不聚焦深度思考。第二类，“猴子搬包谷”——思维功利型。有的同学能思考挑

战性的东西，但思维浅短，仅止于应付眼前的任务，浅尝辄止。有的同学头脑灵活，

但缺乏整理归纳意识。第三类，“一踩九头翘”——综合迁移型。有的同学主动培养自

己的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将知识融会贯通，能主动将知识迁移运用创造性

解决问题。要想打破前两种思维类型的局限性，如果仅仅止于习惯，不能突破瓶颈。

培养思维要寻找恰当的载体，引导学生将隐性的思维过程呈现出来，激励深度的心理

专注和思维参与。我们应引导学生转变学习方式，以问题为中心，彰显学习的主体性。

采用可视化方式（思维导图）梳理书本知识和解题思路，即发现结构---呈现结构---迁

移结构，呈现思维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帮助学生提升“多层级精准概括”能力，实

现多题归一、举一反三，培养思维。

三、促进深度学习品质提升的价值引领

由于目标取向不同，高二学生的学习状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钟”——得过且过型。该类同学无目标，随“大流”，自我存在感不强，没有对特定事

物的强烈兴趣，凡事可有可无。第二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心有不甘型。这类

同学有自我觉醒，对自己有期许，很努力，但自信心不足，患得患失，情绪波动，状

态起伏，成绩不稳，心不定却又心不甘。第三类，“不畏浮云遮望眼”——坚毅乐观型。

他们情商、逆商高，“抗打击能力”强，知道自己的学习能力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愚

公移山”的努力得以增长。内心的坚毅和乐观连在一起，通过踏实的行动一步一步靠近

自己想要的方向。如何才能提升学生的价值品质和取向？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1. 启迪智慧。



设计阶段性系列主题德育课、德育活动，培养学生兴趣，启迪学生智慧。帮助学

生学会思考、学会生活，并且爱智慧、爱生活。附高二主题德育课系列：

情商主题系列：

01.读书，看见你自己---情商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一）

02.庸扰困者逆，断舍离者进---情商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二）

03.奋斗者，三不问---情商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三）

04.越高贵，越谦卑---情商主题教育系列课程（四）

学法主题系列：

01.唯汗水与泪水配得上青春---学法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一）

02.打败假期综合症---学法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二）

03.赢在内省&数学---学法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三）

04.执光前行 风雨而立---学法主题教育系列课程（四）

05.因为优秀，所以死亡---学法主题教育系列课程（五）

2.培养意志。

磨炼耐得住寂寞的专注。首先，习惯过没有手机的日子。对今天的孩子来说，能把

爱不释手的手机丢得开，这确实需要较强的抵制力，所以笔者首先就从手机管理入手

锻炼他们。孩子是否带手机到校的信息全是由家长准确提供，带到学校一律交由班主

任代管，平时坚决不碰手机。然后，学会过清华学生的 “No Sunday, No holiday”的生

活。为了让清华学生的这个自律标准深入人心，笔者主要从学生的时间规划管理能力

的培养进行训练。每周日下午，三点到教室，集体自习，历练与众不同的自律和自主。

在归宿假，人人列出计划，人人实施计划，人人的家长评价计划的完成情况，返校后

班主任再检查，目的就是要孩子们放得下牵挂，经得起诱惑，耐得住寂寞。

3. 提供舞台。

落实“人人都是班干部”体制。普通岗位事事有人做，关键岗位轮岗做。班级摒

弃固定的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纪律委员等传统的班委干部模式，采用小组值

周的人人轮流全面参与班级管理工作的创新形式。每个人都有机会深度参与班级的各

项活动组织，也有平台展示自我独特的才能特色，形成理解、尊重、合作的班级氛围。

小组值周全面负责班级日常各项事务，这是一个机会，组员们要回忆、思考、整理、

表达；这是一个舞台，同学间学着分享、挑战、学习、前行。人人都有机会当班长，

当机遇来临时充分展示自己，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换位思考、沟通表达，认真经营

并对结果负责。

每周一班旗下演讲。结合高二学段学情、时下节日主题和校园主题，开展每周一



早上的班级主题演讲。这是一个舞台，学生学着表达情感、认识现象、发表观点，提

升思想认识和境界。

高二，褪去高一的新鲜，缺乏高三的关注，它是孤独的；高二，没有高一的期待，

少了高三的壮志，它是平淡的。孤独平淡的日子正是潜心学习，成功进阶的关键时期。

笃实精进，则无败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