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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教育”的深入发展加上持续反复的新冠疫情，促使在线学习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教学方式，

但在线学习浅表化和低质化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从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外部条件出发，分析在线学习环境和

教师支持作为外部条件，如何影响学生的情绪和学习动机，进而影响学生内部学习状态的理论机理。 在此基础

上，构建包含课前线上异步自学、课中线上同步直播、课后线上异步拓展三阶段的在线深度教学模型，并在“教

学系统设计”课程中开展为期一学期的在线教学实践。 研究结果表明：在学习过程层面，在线深度教学模型能够

有效提高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度、促进学生采用深度学习方式和深度学习动机进行学习，也提升了学生之间的

在线交互深度；在学习结果层面，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在线学业表现，均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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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持续反复的疫情， 既为在线学习带来前所未有

的发展契机，同时也为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场反复且全面持续的线上教学冲击， 高等学
校主要的应对措施是从技术层面寻找合适的在线教
学平台， 而对有效的在线学习理论和在线教学模型
关注较少（Adedoyin，et al.，2020）。 因此，疫情期间的
在线学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在线学习由于缺乏教
师监督、学习的时间和方式自由，而使得学生在线上
学习时更容易分心和走神（Hollis，et al.，2016），学生
的学习参与性和投入度较低（Timmons，2020），在线
教学低质化、 线上学习浅表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万
昆，等，2021）。 究其原因，在于教师对在线深度学习
的发生机制认识模糊， 对在线优质教学设计同样缺
乏深度思考， 难以达到通过激发技术功能来创新教
学形态，从而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目的。

而在线学习环境为在线深度学习的发生， 提供
了良好的物理空间。 兰迪·加里森等（2008）认为，在
线学习技术， 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支持个人学习与

反思的学习环境；同时，也提供了支持小组与集体讨
论的协作学习环境， 从而将学习的个人化与社会化
特征自然且适切地融合起来，学习主体间通过连接、
交流、互动、协作、反思与创新，促进了个体知识建
构、意义生成及高阶思维发展，进而促进了深度学习
和有意义学习的发生。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线上学习
环境的优势、做好在线优质教学设计，以更好地满足
学生的学习需求，提升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投入，促进
学生在线深度学习， 已经成为持续反复的疫情背景
下在线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研究首先
尝试探索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过程与机制， 在此基
础上构建以促进学生深度学习为目的的线上教学模
型，并将其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中，从学习过程和学
习结果两个层面分析在线学习效果， 以期为提高在
线学习效果和高等教育质量，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在线深度学习及其相关研究
深度学习指向学习者的主动参与和投入 （卜彩

丽，等，2021），强调学习者对知识的深入理解、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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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与迁移运用， 注重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问
题解决能力（Marton，et al.，1976）。 在线深度学习同
样如此，除了学习环境上有所改变，深度学习的内涵
一以贯之。但同时也要注意，在线深度学习不是学生
浏览视频、参与讨论、提交作业就能达到的水平（杜
岩岩，等，2020），而是需要学习者充分利用线上学习
资源和机会， 全身心地参与和投入到自主探究和协
作交互学习活动中（Filius，et al.，2018），在深入理解
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应用知识，并发展高阶思维
能力（Hwang，et al.，2021）。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线
深度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组织和引导下， 主动获取
在线学习资源，自觉有序地与学习内容、教师和其他
学习者进行交流互动，在自主、协作、探究的学习过
程中，获得知识、构建理解，并从学习经验中获得持
续学习能力和高阶思维发展的过程。

目前，国内外关于在线深度学习的研究，可分为
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方面。 理论研究主要集中
在模式构建、教学策略探讨等方面。 在模式构建上，
萨蒙（Salmon，2013）基于在线学习发生的过程视角，
构建了深度教学模型，其包括进入课程和动机激发、
在线社交、信息交换、知识建构、反思与发展五个环
节。 安德森（Anderson，et al.，2008）提出的在线深度
学习教学框架，包括学习者的学习准备、学习活动、
学习交互、 知识迁移四大阶段。 在教学策略的探讨
上，黑克（Hacker，et al.，2000）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
五种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核心策略， 包括学生积极
参与、案例教学、小组协作解决问题、形成性评价和
经常性反馈、 激发学生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等。 马丁
（Martin，2020）和戴维斯 （Davis，et al.，2018）等人则
通过系统综述发现，交互、讨论、参与、协作是富有成
效的在线学习策略。

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不同的在线教学策略， 探讨
对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方面的影响。 在学习过
程层面，有研究者（Ke，et al.，2009）通过对 51 名成人
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 内容结构良
好、教师支架有效的在线教学设计模式，提高了学生
的认知投入和在线学习满意度 。 科沙尔卡等人
（Koszalka，et al.，2021）的研究表明，学生在在线异步
讨论前完成教师设计的课前学习任务，这在促使在线
讨论更加聚焦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学生在线讨论的数
量和深度。 在学习结果层面，卜彩丽等（2022）通过设
计个人和小组数字徽章，激发了大学生在线讨论的动
机，积极、活跃的线上讨论和思想碰撞，有效地发展了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有研究者（Du，et al.，2005）
通过设计由同伴讨论、结构化主题讨论、协作任务讨
论等三种讨论构成的动态在线讨论深度学习框架，有
效促进了学习者之间的在线互动和高阶认知，从而促
使学习者从浅层学习逐渐转向深度学习。

综上所述， 当前有关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理论
和实证研究已相对丰富翔实， 但仍存在以下研究不
足：（1）现有研究对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缺
乏探讨和深度剖析， 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深度；（2）
现有教学模式与策略研究， 更多聚焦于开放的面向
学生自主学习的在线课程学习， 如， 开放的 MOOC
学习， 而针对疫情背景下高等学校如何有效地开展
在线深度教学的关注较少，未能提出具体、可操作的
在线深度教学模型；（3）在实证研究中，当前研究聚
焦具体在线教学策略的应用效果， 而针对整体在线
深度教学模型的应用及其效果研究关注不足。 鉴于
此，本研究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在线深度学习发生
的内在机理是什么？ 什么样的线上教学模式能够有
效促进学生在线深度学习？ 面向深度学习的在线教
学实践对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的影响程度如何？

三、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与模型构建
（一）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
每一种学习形态都有其特定的发生机制， 在线

深度学习同样如此。 只有理清在线深度学习的发生
机制，才能有的放矢地设计和实施在线优质教学，更
好地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发生。 本研究拟结合深度
学习的发生过程和在线学习的特征， 来挖掘在线深
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 深度学习的发生过程可基
于比格斯所构建的 3P 学习过程模型（Biggs，1987）
来理解。 他将学习过程分为三大阶段：预示、过程与
结果， 认为不同的学习动因会造成不同的认知加工
过程，进而导致不同的学习结果。 基于此，要想实现
在线深度学习，必须激发学生的内部学习动因，引导
学生采用深层学习方式完成认知的加工和内化。 加
拿大学者加里森和安德森提出的探究社区框架理论
（Garrison，et al.，1999），对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该框架指出，通过利用线上丰富的学习
资源、强大的交互平台和精准及时的学习评价优势，
能够为学生创设出认知存在、 社会存在和教学存在
“三在”兼具的良好学习氛围，从而促进学生的知识
建构和高阶思维发展，实现在线深度学习。

综上， 本研究基于比格斯的 3P 学习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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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Anderson）的探究社区理论、深度学习相关
理论等，探索形成了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
具体如图 1所示。从横向上看，在线深度学习的发生
分为学习准备、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三大阶段；从纵
向上看， 研究从整体上阐释了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
内外部条件，其中，外部条件包括在线学习环境和教
师支持，而内在条件则是学生内部学习状态。促进在
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基本逻辑是： 充分利用线上学习
环境和教师的教学支持这两个外部条件， 来引发学
生积极的内部情绪和动机， 形成主动投入的学习状
态，从而达到深度理解、迁移应用和高阶思维发展的
在线深度学习结果。其中，线上学习环境和教师的教
学支持作为外部条件， 在学习准备和学习过程两个
阶段充分作用于学生的内部学习状态。

在学习准备阶段， 在线学习环境能够为学生提
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包括电子教材、讲解音频、
微课视频、章节案例、扩展文献等多种形式。 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需要， 选择不同的学习资
源，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激发学
生的良好学业情绪和内在学习动机。 在该阶段，教
师支持主要体现在对课程的整体教学设计上，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1）确定课程目标。教学就是促使学习者朝着目
标规定的方向发生积极变化的过程， 清晰明确的教
学目标，对激发在线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尤为重要（何
克抗，2018）。 （2）明晰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是将知识
要素与知识关系联接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王明娣，
2021）， 教师需要关注知识的纵向演变及横向联系，
从而帮助学生理清知识逻辑，降低学习难度。 （3）教
师应充分利用在线学习平台的优势， 为学生提供丰

富多元的学习资源， 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
学习需求。 （4）设计高阶活动。 高阶活动是能够提高
学生学习投入、 启发学生问题解决和批判性思考的
高层次认知活动（卜彩丽，等，2021）。 在以上两大外
力的支持下，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得以激发，良好学
业情绪得以调动， 从而保证了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
中的主动和投入。

在学习过程阶段， 在线学习环境具备强大的交
互功能，其突破了传统课堂上有限的上课时间、固定
的座位安排给交互带来的限制， 取而代之的是异地
同时分享观点的便捷和自由，这促进了师生、生生之
间的双向、多元、即时、深度交互，让学生在批判质
疑、辩证阐释、意见协商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于知识
的理解，促进了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等高阶能力的
发展（康淑敏，2016）。而教师则需要组织学生实施和
完成一系列高阶认知活动。

首先， 高阶认知活动需要确保在真实情境中进
行（Brown，et al.，1989），只有情境来自真实世界，贴
近学生生活， 学生才有更多探究的欲望和思考的动
力；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提出真实问题，问题是学习
的起点， 问题解决是教学中最重要且最有意义的学
习和思维活动。其次，深度学习必须突显学习的社会
性（Fullan，et al.，2014），以小组协作学习为主要表现
形式的社会性学习活动， 不仅可以促进协同知识建
构， 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在在线学习中的社会存在
感。 而当学生对知识的认识从“是什么”上升到“为什
么”再到“怎样将其应用到生活中”时（钱旭升，2018），
他们便实现了从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的跨越。 最后，
在整个认知加工过程中， 元认知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学生需要实时地、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认知活动和结果
进行计划、监控和调节（Paul，et al.，2009）。 这样，认知
活动与元认知策略才能得以有效配合，助推学生实现
高阶认知，并最终达到深入理解知识、迁移应用知识
和发展高阶思维的深度学习目的。

（二）促进在线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型构建
基于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构

建了包含“课前线上异步自学、课中线上同步直播、
课后线上异步拓展” 等三阶段的在线深度教学模型
（如图 2所示）。正如前述，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和良好学业情绪，促进学生的主动投入，是开展在线
深度学习的前提。 因此，在课前异步自主学习阶段，
教师需要在教学分析的基础上， 制作并上传多样化
的学习资源， 设计有趣的导学问题和讨论主题等高

图 1 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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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学习活动； 多样化的导学问题和主题讨论有效激
发了学生的内在动机，他们依托在线学习平台，以导
学问题为主线，基于微课视频为主的多样化资源，主
动完成自主探究和小组讨论等学习活动， 从而达到
记忆、理解基础知识的学习目标。

在课中线上同步直播阶段， 对高阶活动的深度
参与和体验是促进深度理解和高阶认知的关键。 教
师活动主要包括：重难点讲解、疑点答疑、课前自学
情况评价反馈、提出高阶问题、归纳总结等高阶学习
活动。学生首先基于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在此基础上
与小组成员进行线上合作研讨， 通过深度沟通与交
互，在辩证、阐释、批判的基础上，完成意见协商与融
合，形成小组最终方案并展示小组成果；教师则根据
学生的探究、研讨效果进行及时的评价反馈，在该阶
段主要达到对知识的整合、建构和内化的目标。

在课后反思拓展阶段， 学生进行反思拓展和创
造性的迁移应用， 成为落实在线深度学习的重要保
障。教师针对课堂学习内容布置项目式作业，并组织
学生绘制概念图、 撰写个人反思日志、 完成同伴互
评；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项目式作业以及同伴互
评，在此过程中培养自我的批判性思维、迁移应用能
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由此，实现了由浅层知识获
取到深层知识加工再到评价与反思的进阶与提升，
最终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四、在线教学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研究设计与
实施

（一）研究对象和环境
本研究以 H 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专业核心必

修课程“教学系统设计”为实践载体，基于上文构建
的在线深度教学模型，利用钉钉和学习通平台，开展
了为期一学期的线上教学与学习活动。共有 51位来
自该专业的大二年级本科生参与本次研究， 我们按
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分组方式，将学生分为 8 个
小组。 研究对象的学习目的明确、学习动机较强，也
已具备了一定的元认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同时，
他们掌握了一定的在线学习方法和技能， 具有较好
的信息素养， 这为在线教学的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但长期师生分离的线上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
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表现，都是巨大的考验，因此，
本研究构建的面向深度学习的线上教学模型是否能
够优化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果，真正地促进学生在
线深度学习，便成为实证部分的主要验证内容。

（二）研究方法和工具
厄尔（Earl，2012）认为，深度学习的评价不应仅

仅发生在教学的最后，而应贯穿于学习活动的始终。
因此，本研究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两个维度，全面
考察在线教学对学生深度学习的影响。其中，学习过
程维度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方式和动机、在
线互动行为三个方面的评价，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
社会网络分析，进行数据的收集与评价；学习结果维
度包括批判性思维和学业表现两个方面， 由于反思
与批判性思维均包含思维自我监控、 元思辨等相同
要素（林崇德，2006），因此，批判性思维的评测，主要
依据学生学习反思水平来考察； 学业表现依据学生
期末作业，即教学设计方案作品进行评价。 综上，具
体的学习过程与学习结果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方法，
分别如表 1、表 2所示。

图 2 在线深度教学模型

学习新论 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模型与成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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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流程
为了系统深入地探讨在线深度教学模式的有效

性，我们依据以下研究流程（如图 3 所示）开展实践
探讨。 首先，在正式开展课程教学活动之前，对学生
进行学习投入、学习方式和动机前测。 在此基础上，
教师介绍课程所采用的在线学习平台、 课程教学模
式以及学生将要运用的学习方式； 并对学生按照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分组，共分为 8 个组（6
人或 7人小组）。接着，进行为期 15周的在线学习活
动，具体包括课前学生基于学习任务单、教学视频及
相关文献阅读的异步自学和协作学习； 课中的问题
解决、课前学习评价与反馈、小组讨论等高阶认知活
动；课后小组协作完成基于章节内容的项目任务，以
促进课中知识的迁移应用。在此过程中，我们收集和

分析了学生的在线交互行为数据和反思日志数据，
以此了解他们的在线活动参与度和学生间的交互情
况变化。在课程结束之时，即第 17周，对学生进行学
习投入、学习方式和动机的后测。

五、在线教学促进学生深度学习的成效分析
（一）学习过程分析
1.在线学习投入分析
为了衡量学生在经过一学期的在线学习后，其

学习投入度是否有明显提高，我们进行了配对样本 t
检验。在检验前，本研究采用 S-W正态分布检验法，
判断各变量是否符合正态分布， 分析结果显示 p=
0.563＞0.05， 故符合正态分布， 可以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最终的 t 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表 3 数据
可以看出：第一，在增幅上，由前后均值差可知，经过
一学期的线上学习，学生在认知投入上提升最多，行
为投入次之，情感投入最低。第二，在后测均值上，认
知投入均值最大，为 4.49；行为投入的均值次之，为
4.10；情感投入的均值最低，为 3.80。 这说明经过一
学期的线上学习后，相比行为投入和情感投入，学生
在认知投入上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第三，在变化的
显著性上，本研究测得的认知投入、行为投入、情感
投入的 p 值均小于 0.05， 即在线学习方式对本科生
认知、行为、情感投入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其中对认
知投入的影响最大（p=0.00）。 以上分析充分证明了
线上学习方式对提高学生学习投入具有积极作用。

2.学习动机和学习方式结果分析
同上， 我们首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量表数据，进

行正态分布检验，结果显示 p=0.849>0.05，可以采用配

表 1 学习过程评价方法与工具

表 2 学习结果评价方法与工具

评测
维度

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分
析工具

在线
学习
投入
程度

问卷
调查
法

量表来源 维度 题项 信效度

SPSS26.0

弗莱德里克斯
（Fredricks，et al.，
2004）的学习投
入量表

认知 8 信度：
0.901；
效度：
0.763

行为 6

情感 6

在线
学习
动机
和方
式

比格斯（Biggs，
et al.,2001）的学
习过程（SPQ）

量表

在线
协作
交互
行为

社会
网络
分析
法

数据来源 分析维度

Ucinet在线讨论帖的数据
（基于学习通中 PBL 的小组

讨论）

讨论帖数量、
网络密度和
中心势

5

5

5

5

信度：
0.877；
效度：
0.620

浅层学
习动机

浅层学
习方式

深层学
习动机

深层学
习方式

浅层
学习

深层
学习

评测
维度

数据收集方法与编码工具

批判
性思
维

内容
分析
法

评测内容 编码工具 编码信度

四次反思
日志各水
平的占比
情况变化

哈顿和史密斯
（Hatton, et al.,
1995）的四层
反思水平编码

体系

两位编码员
的平均相互
同意度 K 约
为 0.87，研
究信度 R 约
为 0.93。

学业
表现

教学设计
方案作品

作品评价量规
（完整性、规范
性、可实施性、
创新性）

两位编码员
的平均相互
同意度 K 约
为 0.85，研
究信度 R 约
为 0.88。

描述性写作
（低水平）

描述性反思
（中低水平）

对话性反思
（中高水平）

批判性反思
（高水平）

不及格

及格

优秀

中等

良好

图 3 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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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周

后测问卷

课后—线上协作完成项目

课中—线上课堂活动与讨论

课前—自主学习线上课程

基于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确定分组(8 组)

在线学习平台及学习方式简介

前测问卷

“教学系统设计”课程共 51 位本科生

第 17 周

第2~16周

参
与
在
线
讨
论

撰
写
反
思
日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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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本 t检验来验证线上学习对于提升学习者的深层
学习动机、培养深层学习策略的有效性，具体体验结果
如表 4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经过一学期的线上教
学，学生深层学习动机 p=0.01<0.05、浅层学习动机 p=
0.79>0.05，深层学习方式 p=0.05=0.05、浅层学习方式
p=0.55>0.05、以上数据表明：线上学习方式显著提高了
学生的深层学习动机、培养了学生的深度学习方法和
策略，而对浅层动机和浅层学习方式没有显著影响。

3.学习者的在线互动行为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在线协作交互情况变

化，本研究借助 Ucinet 软件，从讨论帖数量、网络密
度和中心势（张文兰，等，2016）三个维度，对小组讨
论数据进行处理分析。由于学生人数和分组较多，我
们随机选取了三个小组的讨论帖，进行深入分析。

（1）讨论帖数量分析。根据在线平台的数据统计
显示，随着读书分享活动的进行，以下三组学生（如
表 5、表 6、表 7 所示）在三个章节的发帖数量，整体
上呈现上升趋势， 说明学生参与线上互动讨论的意
愿逐渐增强，积极性不断提升，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交
互也更为顺畅。

（2）讨论帖网络密度和中心势分析。 在密度上，
从表 5、表 6、表 7 可以看出，整个在线学习群体的网
络密度逐渐增大（趋近于 1），说明学习者在网络空
间中的互动次数在增加，互动频度在加强，小组成员
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针对疑难问题或小组任务，每
位成员都能够积极地建言献策， 围绕具体问题展开
深入交流协商，小组凝聚力得到提升。

在中心势上，从表 5、表 6、表 7 可以看出，第一

组和第四组的中心势数值整体在降低， 说明随着线
上教学的进行， 班级或小组讨论不再是以某个组长
或者某一发帖人为中心， 每个学习者都能积极地参
与到讨论当中， 整个群体在网络空间的交流更加趋
于均衡。而第五组中心势所显示出的变化，经过访谈
了解到原因在于前期该小组学生的学习动机较弱，
参与讨论的积极性不高， 而后期通过数字徽章激励
制度的不断优化以及有针对性的教师引导， 小组成
员的情绪逐渐高涨，他们开始积极参与发帖和回帖，
这让互动变得更加充分，中心势也相应地有所上升。

整体而言，整个班级的在线讨论氛围较好，每位
学生的线上活跃度都较高， 学习者不仅能够主动发
帖， 而且能够积极参与到对他人的帖子进行评价的

表 5 第一组在线讨论数据

帖子数量
（个）

平均发帖量
（个）

密度 中心势 社群图

第三章 129 16.1 0.5179 18.59%

第一章

第二章

22

72

2.8

9

0.2679

0.3571

4.76%

22.45%

表 6 第四组在线讨论数据

帖子数量
（个）

平均发帖量
（个）

密度 中心势 社群图

第三章 212 30.3 0.7959 0.83%

第一章

第二章

26

106

3.7

15.1

0.4082

0.7143

13.33%

7.78%

维度 样本量 t 值 p 值

深层学习动机 3.41 0.57 3.78 0.59 50 -3.48 0.01

浅层学习方式 2.40 0.61 2.32 0.81 50 0.60 0.55

前测

均值 标准差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深层学习方式

浅层学习动机

3.41

2.06

0.56

0.67

3.64

2.10

0.67

0.83

50

50

-2.00

-0.29

0.05

0.78

表 3 在线学习投入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

表 4 学习方式和动机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

维度 样本量 t 值 p 值

行为投入 3.88 0.51 4.10 0.45 49 -2.35 0.02

认知投入 3.93 0.50 4.49 0.68 49 -4.77 0.00

情感投入 3.65 0.40 3.80 0.36 49 -2.06 0.04

前测

均值 标准差

后测

均值 标准差

学习新论

注：样本量 50 为有效问卷数。

注：样本量 49 为有效问卷数。

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理、模型与成效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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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去， 这是学习者深入参与到协作交互活动中
的一种体现， 也从侧面反映了学习者在线协作交互
的积极性正在增加，交互水平正在提升，在线深度学
习成效正在生成。

（二）学习结果分析
1.批判性思维发展分析
根据编码员对学生反思水平的层级划分结果，

绘制形成的折线图如图 4所示。由图 4可知，随着线
上教学的不断推进， 处于描述性写作和描述性反思
水平的反思数量占比不断降低， 处于对话性及批判
性反思水平的反思数量占比虽有起落变化， 但总体
上依旧呈现出了学生们的反思水平提升、 反思差距
变小的向好趋势。而反思水平的提升，正是学生批判
性思维不断发展的反映。 这说明经过一学期的线上
教学，学生们在小组协作学习中、在整合和内化知识
的过程中、在课后反思日志撰写中，养成了对学习内
容、学习过程和结果进行深度反思的良好习惯，从而
发展了批判性思维能力。

2.学业表现分析
如图 5 所示，根据最终的编码结果，达到优秀和

良好等级的学生分别占总样本的 41.18%、35.29%，
这表明经过一学期的线上学习后， 大多数学习者的
学业表现较好， 不仅展示出了扎实的教学系统设计
理论知识， 而且还能够将学习到的具体知识内容加
以系统整合， 并创造性地应用和迁移到具体的教学
情境中，体现出了较强的教学系统设计能力，同样这
也是学习者进行了在线深度学习的表现。

六、研究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立足于学习准备、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等

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必经过程，从在线学习环境和教
师支持两个层面，阐释了促进在线深度学习发生的外
在条件， 从激发学生积极学习情绪和内部学习动机、
促进主动投入、激活高阶认知等方面，揭示了在线深
度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 基于此，我们构建了包含课
前线上异步自学、课中线上同步直播、课后线上异步
拓展三部分内容的面向深度学习的在线教学模型。依
据该模型， 我们开展了为期一学期的在线教学实践，
最后从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两个维度，考察了学生在
线深度学习的发生情况， 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基
于在线深度学习发生机制构建的在线教学模型，能够
提升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促进学生采用深度学习方
式和深度学习动机进行学习；同时，也提升了学生之
间的在线交互深度，发展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提高
了在线学业表现。 对这一研究结果的具体讨论如下：

从学习过程维度来看， 在线深度教学对学生的
认知、行为和情感投入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
对认知投入的影响最大。 优质在线教学设计，比如，
多样的资源供给、真实的情境创设、引人深思的主题
讨论等，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主动投入
到学习过程中去；再加上课中高阶有趣的学习活动、
教师启发性的引导帮助和及时的评价反馈， 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和探究动能得以充分激活和发挥， 这进
一步提高了学生的认知投入程度。 在学习方式和学

图 4 学生反思水平变化图

表 7 第五组在线讨论数据

帖子数量
（个）

平均发帖量
（个）

密度 中心势 社群图

第三章 45 6.4 0.4048 38.33%

第一章

第二章

14

25

2

3.6

0.2381

0.2381

0.00%

6.67%

图 5 教学设计方案质量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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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动机上，线上学习环境中丰富的学习资源、个性化
的学习方式、边界灵活的交互平台，提高了学生的内
在学习动机，而当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时，他们
会更倾向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主动采用高水平的
认知加工方式完成知识内化（Biggs，1979）。在交互行
为上，线上交互的便捷、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特征，使
得学习者参与线上讨论的意愿不断增强， 学习者之
间的交流频度不断提升， 群体的凝聚力呈现出上升
的趋势。对此，有研究者（Huang，et al.，2019）也表示，
当同伴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和深入时， 能够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协同建构，对疑难问题的研讨解决，进而
促进他们的深度学习。

从学习结果维度来看， 在线深度教学能够促进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和良好的学业表现。 在线深
度教学模型的课前、课中、课后学习活动，包括主题
讨论、合作研讨、项目问题解决等协作学习活动，而
线上学习平台的强大交互功能， 恰恰能让协作学习
的开展变得更加便捷、自由、灵活，学习共同体在提
问质疑、交流讨论、辩证阐释、综合分析、问题解决的
过程中， 发展了批判性反思能力。 这也印证了怀特
（White，1993）的观点：线上交流与批判性思维发展
密切相关，线上交流是基于文本的交流，当学生将自
己的观点形成文字分享给他人时， 就是在梳理逻辑
和深度思考的过程， 这让学习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更
具批判性和严谨性， 也因此促进了学生批判性思维
的发展。 在学业表现上， 通过一学期的线上学习，
75％以上的学生都达到了相对优异的学习效果，尤
其在作品的创新性和可实施性上表现良好。 这说明
线上教学给予了学生充分的探索空间和更大的自主
性，这对于学生创造能力的发挥、理论知识的运用，
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相关的线上教学研究 （周雪
妃，等，2021）也表明，课后通过制定、撰写和修正实
践方案，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内化知识，并促进学生创
造性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

（二）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仅是对促发在线深度学习的内在机制、深

度在线教学模型构建和应用的一个初步探索，尽管在
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但也
存在一些研究不足。首先，由于研究条件限制，采用的
是单组前后测的实验方法，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内
在效度，后期我们将争取良好的实验条件，开展对照
实验研究；其次，在对学生在线协作交互质量的分析
上，研究仅采用了单一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于全

面揭示在线协作交互深度，还存在一定不足。 未来研
究会结合更深入的数理统计方法，对交互水平和交互
质量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为此，我们将开展相关后
续研究，例如，在线深度教学模型在其他学科领域的
大样本和更为长期的实验研究；进一步从课程、教学
和评价等关键维度开展研究，探索持续激发学生在线
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在线学习主动性和投入度，构建
促进深度理解和发展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策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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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Model and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Deep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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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lus education and the continuous and repeated COVID-19， online
learning has become a univers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world， but the phenomenon of superficial and low-quality online learning is
still widespread.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of online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ow
onlin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eacher support， as external conditions， affect students’ emotion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then
affect students’ internal learning state. On this basis， an online in-depth teaching model is constructed，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stages：online asynchronous self -study before class， online synchronous live broadcasting in the middle of class and online
asynchronous expansion after class， and a one-semester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is carried out in the course of Instructional System
Desig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level， the online deep teaching model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online
learning engagement， promote students to use deep learning methods and deep learning motivation to learn， and also enhance the
depth of online interaction between students； At the level of learning results，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online academic
performance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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