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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very significant for Higher Education. Since the cultiv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can 

be traced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and Chinese education, it should still remain one of the fundamental 

goals of College education. Due to the dramatic changes brought by globalization and Convid- 19 pandemics,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seem more meaningful for the whole world. As an 

important humanistic course, College English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all non-English major students and exerts 

great impacts on cultivating colleg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There are many suggestions on how 

the English teachers integrate critical thinking into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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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等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在中西方的教育历史上对思辨能力的培养始终贯穿其中。尤

其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反全球化以及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变革中，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互信

和理解变得尤为重要。思辨能力培养与跨文化意识培养有密切关联。大学英语课程作为大学重要的人

文通识课程，开课面广，在高等院校培养体系中，尤其是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思辨能力培养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因此十分有必要探寻在大学英语课程设计中如何解构思辨能力和如何在大学英语课程中融

入思辨能力培养的教学环节，使课堂教学能够有效地实现教学目标。 

关键词：大学英语，思辨能力，教学实践，认知目标 
 

1.思辨能力概述和研究的缘起 

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是源自西方的概

念。对思辨能力的定义和解释在漫长的教育发展史上不

同时期的不同学者都做过角度不同的阐述。从广义的角

度来定义，思辨能力就是“在标准之上有辨别力的判断”

（Foundation， 2011），但这种解释过于笼统，无法具

体分解出思辨能力的维度和构成，很难测量并把培养思

辨能力付诸于教育实践，因此 1990 年，美国哲学协会

发布了《德尔菲报告》（Delphi Report）从两个维度即

认知技能和情感意向对思辨能力进行解构。认知技能是

“一种基于诠释、分析、评价、推断、解释和自我调节

等技能的判断，也是一种基于证据、概念、方法、标准

和语境的判断”，这一解释强调从认知的角度，思辨能

力需要一些技巧和策略来达到进行判断的目的；情感意

向则是“是一种态度或性情，使人能够意识到何时需要

运用某种技能以及愿意去运用这些技能”。（林晓&何莲

珍，2017）这种情感意向维度强调思辨能力应用的情境，

也就是在何时何地何境来进行思辨。两个维度相加把思

辨能力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中，并从目的、策略和技能等

方面构建了思辨能力的框架，为在现实的教学或课程中

培养思辨能力提供了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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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思辨能力的培养一直是中外教育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思辨能力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发展的

历史中不断的演化和发展。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出现之后，

思辨能力一直是高等教育中的核心目标及要素。当今时

代世界所处的格局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全球化和后信息

化时代使知识的产生、传递和创新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以知识为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使世界各国都在

不得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等新挑战的同时，

也不得不在合作、共荣、摩擦和矛盾中重新认识和妥善

处理自身与他国，自身与世界的关系。而未来各国竞争

的关键必然是人才之争，因此各国高等教育对人才培养

的目标不再是只针对本国的情况和培养只适应本国需

求的人才，而是要培养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有明晰判断，能够冲破狭隘，能够走向团结合作的新一

代人才。而能够在复杂的情境中做出合理的分析、判断

的能力即思辨能力。尤其是在跨文化领域，思辨能力的

培养，对于所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在全球沟通、合作中

能够理性的做出判断，真正具有积极的跨文化意识更具

有重要意义。因此高等院校应进一步探寻如何将思辨能

力培养融合到日常教学中，从教学实践的角度找到有效

的路径。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重要通识课程，大

学英语课程在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中应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大学英语课程中明确思辨能力培养目标不仅是课程

性质和课程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未来具有国际视

野，能够引领国家复兴，实现人类命运供体终极目标的

必然要求。 

2. 思辨能力培养在教育史上的发展和演变 

2.1. 西方教育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思辨能力培养在西方教育史上源远流长，最早可从

古希腊教育的萌芽期开始追溯。从苏格拉底时代开始，

教学领域中就有思辨教学的影子。苏格拉底认为，知识

和美德是能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而他通过一种“产婆

术”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产婆术主要是通过辩论和追问

等方法揭示矛盾，解决矛盾，从而获得知识的一种方法。

它基本的步骤和方法是通过不断追问直至让提问者发

现自身逻辑和想法中的矛盾和不足；然后通过举例、提

示等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发现不足的原因并试图找

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是类似于“助产”的教学方法；

在找到答案后教师再引导学生从具体事物出发，归纳总

结出一般规律，这一过程已经上升到知识建构层面，采

用的是“归纳”方法；最后在归纳之上，再引导学生对

一般规律产生清楚的认识并给出明确阐述。这是“定义”

的方法，通过下定义使思维更加清晰明确。可以看出，

苏格拉底的教学是从不断地追问开始，通过判断、纠正

找出矛盾并解决，最终得到问题的答案，从而获取新知

识、产生新的知识架构。此时提问-反驳-分析-判断等过

程就是思辨能力培养的过程。思辨法在此时是知识产生

的起点，也是达到知识获得的一种方法。 

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初见端倪。萨莱诺大学、博

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等一批典型的大学建立起来，教

师的管理主要由一些行会进行，教学以单一学科独立进

行。而当时普遍的教学组织模式主要是读课、辩论、游

历和师徒制。其中读课就是教师选择本学科的经典读物，

全书通读给学生，学生进行记录。其中，读课是知识的

传递和输入阶段，而重要的学习建构构成过程主要是辩

论和游历。辩论是教师组织学生就在读课过程中所学内

容进行思考、提问和辩论，通过一种思辨的过程促进学

生对所学内容进行理解和思考，同时通过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的争论等促进反思、分析和判断以便产生新知识，

建构新的知识结构。之后通过游历的方式扩展知识来源，

进一步发展学生的现实世界的感知，拓展知识体系。辩

论课是当时大学里重要的学习和学术活动，分为不同层

次，目的不同并在不同的周期进行，全体学生均要参加。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开始进入到教育领域，教育

的重心开始关注人的全身心发展，此时的教育更加注重

教育中对人思维的启发和对思考能力的培养。欧洲此时

从禁锢的神学宗教黑暗期走向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17

世纪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大教学论》和《教学法解析》

论述了教学思想，是对这一时期较好的总结，并且奠定

了现代教学的基本框架。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学术能

力的训练应该采用公开讨论的方法，教授对一个议题的

讲解，应该把关于这一议题最好的作品发给学生。由教

师先教授与议题相关的内容，然后学生准备一个问题和

观点，其他学生可以参与讨论，证明观点正确与否。教

师作为辩论主持人给与总结，并以此提出学位授予的答

辩制度。 

19 世纪洪堡大学的成立标志着现代大学的成立。培

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性思维一直是现代大学的重要

目标。而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思辨能力。德国

洪堡大学开始，就采用了讨论课的教学和课程模式

（seminar）。 讨论课最早由是 18 世纪的哥廷根大学

开设的，主要以学生就所学的主题和内容收集资料，从

资料中寻找证据和知识，形成个人的观点，解决对相关

议题的困惑，清晰阐述观点，并通过师生间的讨论最终

获得明确的认识。而这种讨论课的教学形式一直保留到

今天，在现代西方大学中讨论课仍然是主要的课程组织

形式之一。 

2011 年美国大学协会调查了 433 家高等教育机构，

结果显示 95%的首席学术长把思辨能力列为大学生最应

该掌握的学术技能。（马晓花&龚晓斌， 2019） 

由此可见思辨能力培养是贯穿西方教育始终，它是

重要的教学形式，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2.2.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思辨能力培养 

中国的教育思想中一直重视思辨能力对知识建构

的影响。在论语中就有“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的论述，强调思考与知识习得的关系。理学之集大成者

朱熹也在能够阐述其教育思想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

提出“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王阳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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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自于

孔子，不敢以为是也。”都强调学习需要有批判性思维，

应该培养学习者思辨的能力。到了明末，清末对八股文

的废止，改用策论代替，也是教育改革中重视思辨能力

培养的重要表现。 

现代高等教育中也注重对学生思维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高等教育法》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创新精神”

的高级人才。 

3. 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思辨教学的必然性及

现状 

 

大学英语课程是高等院校重要的人文通识课程，

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双重性质。在 2017 年教育部颁

布的最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虽然其中没有

明确提出把培养思辨能力作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目

标，但大学英语课程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

“跨文化意识”，要“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对中

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

化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思辨能力，只有培养好学

生的思辨能力才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采用正确的策

略，对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对跨文化交际

的过程中遇到的文化现象、矛盾、冲突、文化异同等

进行分析、判断并采取相应的策略保持跨文化沟通顺

畅。思辨能力是人文通识课程的基本教育目标，应该

涵盖在大学英语课程目标之内。尤其 2020 年全球爆

发新冠疫情，各国对疫情的处理方式，人们对疫情所

带来问题的判断以及疫情对人们价值观、世界观的冲

击都引人深思。思辨能力的缺位让一些国家陷入混乱，

人们对疫情不科学的认识以及不同文化、政治体制之

间的异同被政治化甚至共同抗疫的有益举措也被污

名化，这些现象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担忧。面对

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升级，如何认识世界格局，如

何看待全球化和人们共同命运，将是未来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各国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而在这种

局面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更应该关注如何培养优秀

的人才。使其具有清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能力透

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其

能够在政治、文化冲突中发展自身的价值判断，有能

力辨别、分析并得出正确的结论，真正具有积极意义

的跨文化意识，增强对外跨文化沟通能力。要实现以

上的教学目标，大学英语课程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之所以大学英语被设置成为面向除英语专业以外各

专业学生必修课程，就是要在各类人才培养过程中，

不仅使学生具备一定的语言技能，而且还要具有国际

化的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使新一代的建设人才能

够让中国更好的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局势。 

当前针对大学英语课程面临的使命，已经有一些

教师和学者认识到思辨教学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在

教学中融入思辨能力培养的内容。如从英语写作方面

探讨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金晓宏，王婷，周一书）；

也有学者从听力，阅读等方面探索在课堂教学中进行

思辨教学的路径（王艳，王一川，李艺美&任丽娜）

但是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还普遍存在“思辨缺席”

的状况。 

4. 大学英语课程中实现思辨教学的路径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效进行思辨教学应该从以下

几方面入手。 

首先，应厘清思辨教学的属性。在各种教育教学目

标中，有一部分是显性的，一部分是隐性的。语言是思

维的载体，也是认知活动从低级到高级的心理过程的中

介。语言的学习必然有着思维的变化和改变。因此语言

学习和思辨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语言学习必须

以语言能力的提高为基础，语言知识的输入和技巧的训

练是显性的教学目标，应该是基础和前提，是课程教学

的首要目标。而在这一过程中对思维的锻炼是隐性的，

会伴随着语言学习的全过程。思辨能力的培养应该在学

生语言习得的基础之上，在习得过程中进行沉浸式教学。

因此思辨能力培养是语言教学的隐性目标。对思辨能力

的培养应顺应语言能力培养，而不能不顾语言习得规律，

造成语言学习的压力。 

其次，思辨教学的教学设计符合认知规律，融入到

英语教学环节中。思辨教学应该注重对思辨能力的解构。

根据《德尔菲报告》思辨能力的两个维度分别为认知维

度和情感维度。根据 Bloom 的认知教育目标分为知识、

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认知层次。而这些

目标的认知水平逐层递增。从理解阶段开始就有思辨能

力培养的影子，对已输入知识的重构（复述），解释（对

知识进行说明和解释）和推断（包涵归纳与总结），这

一阶段是初级的思辨能力培养阶段。在语言课程中，在

语言知识输入的过程中，对学生是否理解语言知识，是

否依赖于语言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达到理解，并能够运用

目的语言进行复述和表达自己的意图，这些都与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目标对接。具体的融入课堂的环节如文本阅

读中教师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对学生进行依赖于文本

内容的提问，复述和英英释义，以及依据文本进行的课

后总结(summary)等都与这一层面的思辨能力培养相关。

应用阶段涉及更多的思维能力训练，如抽取有效的知识

单元、分析、重新组织知识片段等。而这一阶段的英语

教学环节在语言输入的基础上，应该加入从输入的语言

中分解出独立知识模块，根据相似主题的任务使学生对

输入的语言知识进行简单应用，达到语言有效输出。教

学环节安排如通过阅读文本，借用文本结构、观点、语

言等进行与之相关主题的写作或口头表述都体现思辨

能力的培养。分析和综合是比较高级的思维训练，需要

运用对比、区分、并采用恰当的方法和实施计划来建构

新的知识，形成判断的基础和体系。这一阶段的英语活

动需要在一定的语言基础之上进行。目前大学英语中提

倡基于任务的学习，项目学习，都是锻炼思辨思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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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手段。通过布置与语言学习相关的任务，学生需要查

找资料、组织资料，进行观点对比、在众多资料中选取

恰当的材料，形成观点，完成任务。这一过程既是思维

发展的过程，也是通过语言输入、内化和输出的过程即

语言习得的过程。评价阶段是最高的思维发展阶段，需

要在前几个阶段之上最终形成有理据的价值判断，比如

辩论、学术论文写作等较为高级的语言输出活动，都需

要较高的思辨水平才能完成。 

思辨能力培养的多层次多阶段特性，要求大学英语

课程设置要有完善的课程体系，要分不同层次的课程满

足不同的思维培养和语言习得需求。并针对不同的目标，

明确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和模式引导学生在习得语言

能力的同时发展思辨能力。 

情感维度则与深度学习相关，要注重学生的情绪感

受，教师的问题以及教学方式应该从学生的情感感受出

发，使学生接受思辨活动的价值、并具有好奇心和探索

心，积极进行思维活动。 

最后，教师应该增强自身思辨能力并进行教学反思。

教师对思辨能力培养的认识和自身思辨能力将会制约

课堂思辨教学的有效性。有研究显示教师课堂上提问学

生的方式以及问题认知水平，对学生的思辨能力促进有

极大的相关性（杨丽芳，2015）。有研究者通过案例分

析的方法发现有效的思辨训练需要有具体的目标，要按

照目标选择教学内容，又要选择符合目标的教学步骤和

方法（文秋芳&孙旻,2015）。而教师的思维水平，思辨

能力与元思辨意识本身制约着教师的教学选择和教学

观念。而掌握思辨能构成和框架等相关理论知识和深入

的研究基础，对于教师选择适合的教学方法及其思辨能

力引导的水平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大学英语教师

的培训以及教师发展计划当中应该重视对思辨能力以

及思辨教学等相关理论和策略的引导。 

思辨能力在高等教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思辨能

力的培养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不是一种教学方法和

一门课程能够完成的任务。思辨能力的培养应该在高等

教育的整个体系中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而对于大学英

语课程来说，应该完善课程体系，丰富课堂教学组织形

式，明晰目标，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在思辨能力培养

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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