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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教学交互的发生对于教学过程尤为重要,在智慧学习环境中亦是如此。智慧学习环境为

发生其中的教学交互提供服务支持,确保深度交互的发生。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深度交互催生深度思维,

从而引发深度学习。深度交互关注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呼唤新型的师生关系、彰显人的全面发展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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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界定 

智慧学习环境是一种依托多种技术

支持、注重身心的统一发展智能学习环

境,其智慧性主要体现在智慧学习环境

内部主体获得良好的教学体验以及更为

全面的发展中。智慧的来源不限于计算

装置设备的智能,还来自周围情境、来自

主体与环境中的各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以及主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教学交互是指存在交互主体、有反

馈、双向的过程。而深度交互指在教学

交互的基础上,基于学习者内在知识与

概念的相互交互。深度交互与深度思维、

深度学习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深度

交互催生深度思维,深度思维引发深度

学习。 

2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教学交互 

教学交互涉及不同的主体存在不同

类型的交互,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教学交

互从教学过程涉及的要素分析,同样也

存在不同类型的交互。基于智慧学习环

境中五大教学要素(教师、学习者、教学

资源、环境、教学技术),发生的交互关

系主要有学习者与资源、学习者与环境、

学习者自身、学习者与教师、学习者与

其他学习者、教师与资源、教师与环境、

教师与其他教师、教师自身等。以上的

九种关系可分为主体与资源、主体与环

境、主体与主体、主体自身四大类交互。

智慧学习环境分别为各类交互在交互发

生之前、发生过程中以及发生之后提供

服务支持。 

提供学情诊断,创设交互情境。智慧

学习环境中的智能教学系统会依据前期

对学习者学习风格、学习行为、学习效

果的记录,对学习者的先验认知水平进

行评估,诊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学习

情绪。同时,智慧学习环境中的交互媒体

为学习者创设符合学习内容的情境并依

据教学内容改变室内的环境,为学习者

提供最切合学习内容的虚拟环境,优化

学习体验。 

提供交互工具,按需推送资源。在深

度交互过程中,智慧学习环境提供交互

主体交互工具,支持学习者与他人或环

境进一步发生互动。同时,按照学习者学

习需求、检索资源的痕迹,按需推送学习

资源与拓展资源,丰富学习的过程,延伸

课堂教学内容。 

提供数据分析,支持科学评价。在

深度交互发生之后,智慧学习环境提供

教学过程海量数据并进行深度挖掘,分

析数据背后隐藏的信息,对学习者未来

学习以及学习需求进行预测。同时数据

分析结果可以利用相关预警干预机制

对潜在的浅交互、边缘交互现象进行遏

制。深度交互过程支持科学评价,促进

学习者及时反思,调整学习状态。智慧

学习环境为各类交互提供服务支持,从

而促进深度交互的发生,确保深度交互

的效果。 

3 深度交互与深度学习、深度

思维的内在关系 

智慧教育是教育信息化时代人们对

教育的新诉求,旨在培养出具有终身学

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的新人才。而在

智慧教育大环境下的教学交互更是需要

从根本上引发深度学习的发生。因此,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深度交互与深度学习

的发生都至关重要。 

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深度交互与深

度学习之间的关联是深度交互催生深

度思维,深度思维引发深度学习,而深

度学习反过来又促进了深度交互的再

次发生,如图1所示。深度学习强调学习

者知识的积累、对知识的理解性吸收,

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辨意识

以及注重学习者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深度思维则具有批判性、创新性等特征,

具体表现在对信息的深度加工、对复杂

概念的理解,形成高阶思维,从而引发

深度学习。 

3.1深度交互促进批判性思维的

生成 

批判是一种开放的讨论方式,倡导

不同观点的表达。批判性思维是学习的

动力,是通过一定的标准评价思维,进而

改善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它

既是一种思维技能,也是一种思维倾向。

批判性思维是针对思维展开的思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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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查我们以及他人的思维是否符合

逻辑、是否符合好的标准。 

批判性学习蕴含批判性思维,首先

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这是一种不盲从

于教师的主体地位,不局限知识的消费,

倡导知识的创造的思维方式,与深度交

互中的教师与学习者互为主体的理念

完全契合。其次,批判性学习重视实践

探究。批判性思维来自于实践,需要从

实践探究中滋养该种思维,从而提高批

判性的学习。智慧学习环境中的教学深

度交互同样也注重实践,强调涉身性。

所以智慧学习环境中教学深度交互促

进批判性学习的发生,促进批判性思维

的生成。 

3.2深度交互促进反思的生成 

反思是人们自觉地把心理活动作为

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是对思维的思维。

反思是学习者独特的内心活动,是个体

在自我概念层的深度交互,自我意识存

在于反思之中。反思发生时,学习者会对

触发事件所带来的新意义观点进行感知

与辨识,同时对自己的旧意义观点有所

觉察与澄清。在新旧意义观点的对照与

评估下,个体会有进一步的比较、评判与

取舍。当新意义观念在学习者价值取向

上优于旧意义观点时,学习者将会接受

新意义观点,将其同化于自己的认知框

架中。反之,新意义观点则会被摈弃。反

思作为深度交互中自我概念层的交互,

是转化深度学习的核心动力机制,反思

的结果影响着深度学习转化的走向与学

习效果。 

3.3深度交互促进深度加工知识

信息 

20世纪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加涅认为

学习是主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而

非“刺激-反应”的简单联结。加涅认为

学习可以被视为一个可分成若干阶段、

有始有终的过程,而每一阶段都需要进

行不同的信息加工。他认为信息的加工

是对接收的信息进行再处理的一个过

程。这一过程并非是对信息的全盘接收,

而是需要对收集来的信息辨别真伪、去

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需要对信息进行

由浅及深的加工。经过适当的信息加工

过程,有效的信息或是有效的知识才能

得以产生。 

知识的获取涉及注意输入、理解输

入、纳入(内化),形成内隐知识和外显知

识。外显知识经过多次的循环最终成为

内隐知识。智慧学习环境教学涉及的知

识加工同样是上述获取的过程,不同的

是在获取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依赖于技

术的支持。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内隐知识

因其是非命题和非言语所能表述的,所

以它的形成不能以外显的行为体现,比

如有关内容的学习是无法用语言加以准

确的描述而直接进行传授的。有时学习

者从学习中学到的是一种意会知识而不

是编码知识,通过学习者的内化转换成

自己的知识。在智慧学习环境深度教学

交互的概念交互层和心灵交互层,都存

在对知识信息的深度加工。 

3.4深度交互促进深度理解复杂

概念 

理解概念首先要认识到某种事物

的特有属性,才能形成对于这种事物

的概念。因此,对于概念的理解,应该

是把由实践得到的感性认识材料,通

过思维,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

工、改造、整理,形成自己对概念的理

解、对事物属性的认识。对概念的理

解还需理解概念的外延,也就是具有

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那类事物。

例如理解了“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

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而外延就

是指李白、杜甫、霍金等等古今中外

的一切人。明确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才能更好的理解概念。 

深度交互通过概念的交互与心灵

的交互促进思维的生成,从而促进对

复杂概念的理解。概念交互发生时,交

互主体从自身的认知层面理解事物的

本质,从而总结出概念。新旧概念交互

时,交互主体调节自身内部结构以适

应新概念带来的不平衡状态,通过内

化达到认识上的适应,形成自己对复

杂概念的理解。 

3.5深度交互促进高阶思维的形成 

学习活动的本质是思维的过程,

是思维活动在具体情境、具体任务中

的体现。思维是人类具有的、有意识

的、能控制的认识活动,本质是一个信

息处理和整合的过程。而高阶思维则

是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

活动或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表现为

加涅五种学习结果分类中的“认知策

略”、布鲁姆认知目标分类中的“分析、

评价和创造”层次。高阶思维主要有

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决策和问题

求解四大能力构成。知识唯有通过学

习者的深度理解(运用高阶思维能力),

才能成为建构性、灵活性、个人化和

情境化的高阶知识。 

交互的本质在于促进交互主体间

的交流,促进知识的流通。深度交互则

倡导达到心灵的交互。深度交互过程中

学习者能够承担建构知识的责任,有求

知的意志,能够对实际的问题进行深入

理解,并进行知识建构。同时学习者对

权威性观点能建设性地批判看待,形成

自己的认识。交互的过程中,交互主体

通过平等对话相互沟通,取长补短,教

学相长。深度交互通过上述的过程,培

养学习者的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决

策以及问题求解的能力,最终促进高阶

思维的形成。 

4 深度交互的价值 

4.1深度交互关注学习发生的内在

机制 

学习发生的内在机制主要是说明

学习是如何发生的一个过程,可以通

过外在的学习行为的变化观察。但是

外在的行为只能表明经过学习发生了

变化,对于内在的过程并不能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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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交互的过程就是学习者学习的过

程。研究深度交互可以深究学习发生

的内在机制,可以更深入、更准确地把

握学习的实质,也有助于采取有效措

施来促进学习。 

4.2深度交互呼唤新型的师生关系 

师生交互是教学活动最基本、最普

遍的形式,教师与学生通过教学交互进

行教学。能够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才能

达到更好的教学交互。学习不是接受信

息,“教”不是“告诉”,教不是学。学

习的收获在于得到多少交流对话的机会,

而不是单单在于得到了多少中介性知

识。相较于门徒制、私塾制的师生关系,

现有的师生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所

改善的。但是平等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

师生之间的关系并未达到平等对话的程

度。加上功利主义的滋长,师生关系更是

走向各种畸形发展。因此,中国当前教育

需要通过重视师生的交互,建立新型的

师生关系。平等的深度交互对等了教师

与学习者两者之间的地位,两者在交互

的过程中,从知识结构、生活经验、人生

阅历、文化修养、精神境界等多方面、

深层次的进行交互。通过双方主体对交

互的反馈,反思自身的不足,从而达到自

我视界的敞亮与提高,获得不同于现有

的人生感悟与体验,实现共同的全方面

发展。 

4.3深度交互彰显人的全面发展

本质 

学习不仅是记忆,还是新知识或者

新信息对于学习者原有知识结构,或者

是概念框架的突破；最终融入学习者原

有知识框架中,形成新的知识框架。深度

交互促进了交互主体的自我建构,从自

我和他人关系的角度理解自我的认知结

构,使得自我建构过程存在并贯穿主体

交互发生的全过程。深度交互从信息到

概念、由浅层的显性知识到深层隐性知

识的互动,深刻加深对知识以及思想、思

维的理解、塑造与再生,从而促进深度学

习的发生,促进深度思维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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