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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程教材与教学

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 中 的思维品质及其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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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普通 高 中 英语课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 提 出 了 四 个学科核心素养 ， 思

维品质首次被明 确 列 为 英语 学科的培养 目 标 。 然 而 ， 广 大英语教育者面 临 的 巨 大挑

战就是如何有效 实现这一 目



灵活性 、 创造性 、 批判性 、 敏捷性五个方面
［ ３ ］

。

具体而言 ：

深刻性是指思维活动 的广度 、 深度和难度 。

这一方面表现出众者会在智力活动 中深入思考问

题 ， 善于概括归类 ， 逻辑抽象性强 ， 善于透过现

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

灵活性是指思维活动的灵活程度 。 这一方面

表现出众者概括 迁移能力 强 ， 善于
“

举一反

三
”

， 善 于综合性分析 ， 全面思 考 问题 、 解决

问题 。

创造性是指思维活动的创新精神 ， 这一方面

表现出众者善于发现 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

Ｂａ ｒａｋ＆Ｌｅｖｅｎｂ ｅｒｇ
［ ４ ］

认为 ， 仓 ｉ

ｊ造性可 以说是思

维的最核心的能力 。

批判性指的是思维活动 中独立分析和批判的

程度 ， 其实质是思维过程 中 自 我意识作用 的结

果 ， 比如反思 、 自我监控 、 元认知等 ， 能够不断

提升我们对客观世界和 自身的认识 。

敏捷性反映了智力 的敏锐程度 ， 即我们通常

所说的反应快慢 。 敏捷性出众者思维活动正确而

迅速 。

思维品质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 、 密不可分

的 。

“

深刻性是基础 ， 灵活性和创造性是在深刻

性基础上引 申 出来的 ， 灵活性和创造性是互为条

件的 ， 灵活性是基础 ， 创造性是发展 。 批判性是

在深刻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只有深刻地认识 、

周密地思考 ， 才能全面而准确地作出判断 ， 只有

不断 自我批判 ， 调节思维才能更深刻地揭示事物

的本质和规律 。 敏捷性是以其他 四个品质为必要

前提的 ， 又是 四个品质的具体表现
”

［ ３ ］

。 由 此观

之 ， 思维品质应该是教育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林崇德教授是我 国研究思维品质的先驱 ， 他

早在 １ ９ ９ ７ 年就明确 了 思维品质与具体学科能力

发展的紧密关系 。 他认为 ， 学科能力包括学科特

殊能力 、 概括能力和思维品质 。 其中思维品质是

学科能力不可或缺的部分 ，

“

任何一种学科的能

力 ， 都要在学生 的思维活动 中获得发展 ， 离开思

维活动 ， 无所谓学科能力 可言
”

［ ５ ］

。 就英语学科

而言 ， 思 维 品 质应该体现学生在英语 听 、 说 、

读 、 看 、 写等学习活动 中所表现出来的思维的创

造性 、 批判性 、 深刻性 、 灵活性 、 敏捷性 。 这五

种品质可 以看成是对思维的两个维度的描述 ， 创

？９ ２？

造性和批判性是思维的本质特征 ， 而灵活性 、 敏

捷性和深刻性则是思维的表现程度特征 。

“

课标 ２ ０ １ ７
”

对英语学科中思维品质的定义

则更为聚焦 ， 它认为思维品质是指人的思维个性

特征 ， 反映其在思维的逻辑性 、 批判性 、 创造性

等方面所表现的能力和水平 。 思维品质体现了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心智发展 ， 其发展有助于提升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帮助学生从跨

文化的视角观察和认识世界并对事物作出正确的

价值判断 ， 促进学生 的深度学 习 。

“

课标 ２ ０ １ ７
”

结合了前人研究的几个方面 ， 既强调思维的本质

特征 ， 又强调思维表现水平 ， 即表现程度特征 ，

要求学生既发展逻辑推理能力 、 思辨能力 、 创造

能力 ， 又能具备多元思维的视角 和水平 。 本文将

基于
“

课标 ２ ０ １ ７
”

的定义对思维 品质 的培养路

径进行探讨 。

二
、 英语教学 中思维品质培养的 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 ， 在语言教学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思

维品质 已经引起很多学者和教师的重视 ， 但 由于

缺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 ， 教师在实践中不免

出现
一些问题 ， 主要表现在 ： （ １ ） 简单地将思维

品质理解为批判性思维 ， 又将批判性思维片面理

解为质疑
［ ６ ］

。 不少学生在 口 笔头表达时论述没有

条理 ， 缺乏逻辑性 ， 无法以理服人 。 （ ２ ） 目前应

试教育依然盛行 ， 严重阻碍了对学生创新能力 的

培养 。 教师基本上满堂灌 ， 注重知识的讲解与记

忆 ， 不注重鼓励学生去探究和创造 ， 压抑 了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 ７ ］

此外 ， 学生的思维能力 的实际表现也的确令

人担忧 ， 存在不少问题 。 笔者收集了 四百多篇学

生作文 ， 分析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情况 。 研

究发现 （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阶段性成果 ） ， 学

生在评价他人观点 、 评价他人论证过程 、 辩证地

看问题 、 运用多种论据支持 自 己 的观点等方面较

为薄弱 。 例如 ， 作文要求是 ： 就是否需要建立男

女分校制度发表 自 己 的观点 。 有一篇作文持否定

观点 ， 指出 了男女分校可能带来的两点问题 ， 但

没有提及包括专家观点在内 的任何反方意见 ， 即

忽略了支持建立男女分校的看法 。 还有一篇作文

的作者表示 ， 虽然专家说单性别学校对学生的学

习 和个性发展都更好 ， 但无论专家怎么说 ， 自 己





点等 。 这些内容是教师经过对文本的深入阅读梳

理和概括出来的 。 可见 ， 要做好文本分析 ， 教师

首先需要明确文本的主题和题材 ， 分析文本的结

构 ， 概括文本的主要信息 ， 提炼知识结构 ， 然后

对文本 的文体 、 结构和所用 的语言形式进行梳

理 ， 继而思考写作的 目 的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需要

形成的态度和解决问题能力进行对接 ， 读者亦可

对文本作出 自 己 的评价 。

（
二

） 基 于 文 本分析 ， 推 动 思 维 的 逻辑 性

发展

我们经常听到教师让学生去梳理 、 分析阅读

文本 ， 但学生并不清楚如何去分析 ， 我们也常常

看到教师在学生 口笔头输出 时指 出学生的表述缺

乏逻辑性 ， 而学生却很茫然 ， 不知道 自 己到底欠

缺在哪里 。 学生思维的逻辑性缺失显而易见 ， 需

要教师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教给学生一定的逻辑思

维方法 ， 仅提醒学 生 要 注 意 逻 辑 性是 于 事 无

补的 。

思维的逻辑性主要指人们在表述一件事情或

论述一种观点 的时候 ， 前后是否是相关联的 ， 是

否有矛盾 ， 段落之间是否顺序得当 、 条理清楚 ，

所用论据是否能有效支撑论点 ， 所得结论是否顺

理成章等
［ ９ ］

。 逻辑关系包括因果 、 主次 、 整体与

局部 、 现象与本质 、 具体与一般等 。 思维的逻辑

性主要表现在能够深入事物的核心 ， 区分次要的

和主要的 、 表面现象和实质的东西 ， 抓住事物的

规律和本质 ， 抓住问题的全面又不忽略事物的主

要细节 ［ ９ ］

， 厘清细节之间 的关系等 。 学生思维逻

辑性的培养 ， 需要教师在教学活动设计时 ， 通过

引导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体验 比较与分类 、

分析与综合 、 抽象与概括 、 归纳与演绎等逻辑方

法 ， 由学生分析框架 ， 才能有效提升学生思维的

逻辑性 。

比如 ， 基于前文对喜马拉雅登山旅游广告的

的文本分析 ， 我们可 以提出 以下问题 ：

？
Ｗｈａ ｔｔｙｐｅｏ

ｆｗ ｒ ｉ ｔ ｉｎｇ
ｉ ｓｔｈ ｉ ｓｔｅｘ ｔ ？

？Ｗｈａ ｔｋ ｉｎｄｏ ｆ ｉｎｆｏ ｒｍ ａ ｔ ｉ ｏｎｃａｎｙｏｕｇｅ ｔ

ｆｒｏｍ ｉ 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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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问题可 以让学生在读完之后不仅

知道参加这样的旅游团可以干什么 ， 还能思考广

告需要什么样的营销手段和策略 ， 什么样的广告

可以打动人心 。 学生需要思考广告设计和旅行社

的 目标如何配合 ， 广告行文有什么逻辑等 。 长此

以往 ， 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生活或工

作中 问题的能力就能获得不断提高 。

（三 ） 冲破思 维定式 ， 设置任务情境 ， 培养

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 必须破除常规思维

的心理障碍 ， 避免受先前
“

定式
”

的影 响 。 为 了

培养学生 的创造意识 ， 教师首先要抛却思维定

式 ， 高度重视学生 自信心的培养 ， 多看学生思维

中的合理 因 素 ， 并及时予 以鼓励 。 对爱提
“

怪
”

问题的学生 ， 不要动辄训斥 ， 轻易否定 ， 而要善

于发现他们思想 的 闪光点 ， 给予鼓励
［ １ ° ］

。 比如 ，

一位教师在课后反思 中就记录了这么
一个瞬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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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对什么都进行批驳与质疑 ， 予以否定 ， 而是

强调要有基于理据的 自 主判断 。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能力 的重要前提和组成部

分 ， 没有批判就很难创新 。 广义的批判性思维包

括两 个 维 度
［ １ ２ ］

： 批 判 性 思 维 精 神 （ ｃｒｉ ｔ ｉ ｃ ａ ｌ

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ｄ ｉ ｓ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ｏｎ ） 和 批 判 性 思 维 會ｇ 力

（ ｃｒｉ ｔ ｉ ｃ ａ ｌｔｈ ｉｎｋ ｉｎｇｓｋ ｉ ｌ ｌ ｓ ） 。 具有批判性思维精神

的人拥有 自 我纠正的愿望 、 寻求真理的愿望等 。

而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人应该具备极强的分析

判断能力 。
Ｆａ Ｃ ｉ 〇ｎｅ

Ｗ ］

指 出 ， 批判性思维精神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 。 具有批判性

思维能力不代表
一个人倾 向 于使用批判性思维 ，

一个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精神也不等于他具备了

良好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语言

学习者应该具备以下特点
［ １ ４ ］

：

？ 敢于挑战权威 ， 挑战
“

想 当然
”

的说法 ，

挑战大众广为认同的观点 、 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

？ 具有 良好的思维习惯 ； 会深入探讨一个行

为 、

一个事件等的最根本的原因 、 社会影响 因素

或可能的结果等 。

？ 不被动接受信息 ， 而是主动积极地思考 。

？ 对 自 己 的 判 断或 结论 能够 提供 充 足 的

理 由 。

？ 思考问题或看待事情 比较全面 ， 对各种证

据进行充分的 了解和分析 ， 不急于摆明 自 己 的态

度或观点 。

？ 对他人的观点不轻易表示 同意或不 同意 ，

而是仔细分析之后才得出 自 己 的结论 。

？ 知道有些问题没有唯
一正确的答案 ， 能够

以开放的心态去讨论 。

从以上表述我们可 以看出 ， 批判性思维并不

是仅指批判与质疑 ， 它也包括积极思考 、 深度理

解 、 分析判断 、 明辨是非 、 推理论证等 。 因此 ，

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发展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 使

学生在 日 常生活中不盲从 、 盲信 ， 具有批判性精

神 ， 对所遇到的事情以及所读到或听到的观点和

方法有 自 己 的看法 ， 并具有分析问题 、 形成观点

和策略以及 自我纠正的能力 。

以 阅读为例 ，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要融入阅读

的各个阶段 ， 教师需要不断启发学生去思考 。 欧

阳护华 ， 熊涛
［ １ ５ ］

对 阅读 中 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模

式提出 了新的角度 ， 他们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

？９ ６ ？

找到 了
一些有指导意义的方法 。 他们提出 ， 教师

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设计教学 ： （ １ ） 基于
“

作

者
”

概念的视角 。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讨论 ， 文本

的作者是谁 ？ 代表了谁的声音 ？ 体现谁 的利益 ？

有何 目 的和功能 ？ 这些问题可 以有效帮助学生从
“

作品声音
”

的角度去挑战 自 己 的思维 。 （ ２ ） 基

于对话性的视角 。 阅读就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

阅读的 目 的显然不在判断信息的正误 ； 重点是引

导学生投入到 阅读 、 思考和评判中去 ， 形成 自 己

独到的见解 ， 凸显学习者的主体性 。 （ ３ ） 基于体

裁互文性的视角 。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寻课文的

出处 ， 对比原文和课文之间 的区别等 ， 考虑为什

么选择此文本 ， 是否做了修改 ？ 意义何在 ？ 阅读

活动和 问题的设计都要考虑是否可 以培养学生的

反思 、 分析 、 评价和推理论证能力 ， 从而逐步提

升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

除了课前教师设计好活动和问题以外 ， 课堂

上教师更要善于抓住关键 ， 及时追问 ， 引导学生

做出进一步反思 ， 不断挑战 自我 ， 挑战 已有的观

点 。 关于如何通过提问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 ，

Ｐａｕ ｌ

［ １ ６ ］

给出 了 

一个问题框架 ， 他将 问题分为六

大类 ， 每类问题都举例说明 ， 这一框架可 以成为

教师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设置互动类

问题的重要参考依据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ｃ ｌａ ｒ ｉ ｆ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请学生澄清或说

明 自 己观点 的问题 ） ：

Ｗｈａ ｔｄｏ
ｙｏｕｍｅａｎｂｙ ？

Ｈ ｏｗｄｏ ｅ ｓｔｈ ｉ ｓｒｅ ｌ ａ ｔ ｅｔｏｏｕｒ
ｐ ｒｏ ｂ ｌ ｅｍ／ ｄ ｉ ｓ ｃｕ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ｓ ｓｕｅ ？

Ｗｈａ ｔ ｉ ｓ
ｙｏｕｒｍ ａ ｉｎ

ｐ ｏ ｉｎ ｔ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ｔｈａ ｔｐ ｒｏｂ ｅａ ｓ ｓｕｍｐ ｔ ｉ ｏｎ ｓ（探讨关

于前设的问题 ）

Ｗｈａ ｔａ ｒｅｙｏｕａ ｓ ｓｕｍ ｉｎｇ ？

Ｙｏｕｓ ｅｅｍｔｏｂｅａ ｓ ｓｕｍ ｉｎｇ
．Ｈ 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ｊ

ｕ ｓ ｔ ｉ ｆｙ
ｔ ａｋ ｉｎｇｔｈａ ｔｆｏ ｒ

ｇ ｒａｎｔｅｄ？

Ｉ ｓｔｈａ ｔａ ｌｗａｙｓｔｈｅｃ ａ ｓｅ ？Ｗｈ
ｙｄｏｙｏｕｔｈ ｉｎｋ

ｔｈｅａ ｓ ｓｕｍｐ ｔ ｉ ｏｎｈｏ ｌ ｄ ｓｈｅｒｅ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ｔｈａ ｔｐ ｒｏｂ ｅｒｅａ ｓｏｎ ｓａｎｄｅｖ ｉ ｄｅｎ ｃ ｅ

（挖掘原 因和证据的问题 ）

Ｈ ｏｗｄｏ
ｙｏｕｋｎｏｗ ？

Ｗｈｙｄｏｙｏｕｔｈ ｉｎｋｔｈａ ｔ ｉ ｓｔ ｒｕｅ ？

Ｂ
ｙｗｈａ ｔｒｅａ ｓｏｎ ｉｎｇｄ ｉ ｄｙｏｕｃｏｍ ｅｔｏｔｈａ ｔ



ｃｏｎ ｃ ｌｕ ｓ ｉ ｏｎ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ａｂ ｏｕ ｔｖ ｉ ｅｗｐ ｏ ｉｎ ｔ ｓｏ ｒ
ｐ ｅｒ ｓｐｅ ｃ ｔ ｉ ｖｅ ｓ

（探讨观点和角度的问题 ）

Ｙｏｕｓ ｅｅｍｔｏｂ ｅａｐｐ ｒｏ ａ ｃｈ ｉｎｇｔ
ｈ ｉ ｓ ｉ ｓ ｓｕｅｆｒｏｍ

ｐ
ｅｒ ｓｐｅ ｃ ｔ ｉ ｖｅ ．Ｗｈｙ

ｈａｖｅ
ｙｏｕｃｈｏ ｓ ｅｎｔｈ ｉ ｓ

ｒ ａ 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 ｔ
ｐ ｅｒ ｓｐｅ ｃ ｔ ｉ ｖｅ ？

Ｈ ｏｗｗｏｕ ｌ ｄｏ ｔｈｅｒｇ ｒｏｕｐ ｓ ／ ｔｙｐ ｅ ｓｏ ｆｐ ｅｏｐ ｌｅ

ｒ ｅ ｓｐ ｏｎｄ？Ｗｈ
ｙ ？Ｗｈａ ｔｗｏｕ ｌｄ ｉｎｆ ｌｕｅｎ ｃ ｅｔｈｅｍ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ｔｈａ ｔｐ ｒｏｂｅ ｉｍｐ ｌ 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ａｎｄｃ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 ｃ ｅ ｓ（探讨启示和结果的问题 ）

Ｗｈａ ｔａｒｅ
ｙｏｕ ｉｍｐ ｌｙ ｉｎｇｂｙｔｈａ ｔ ？

Ｂｕｔ
， ｉ ｆｔｈａ ｔｈａｐｐ ｅｎｅｄ ，ｗｈａ ｔｅ ｌ ｓｅｗ ｏｕ ｌ ｄ

ｈａｐｐｅｎａ ｓａｒｅ ｓｕ ｌ ｔ ？Ｗｈｙ ？

Ｗｈａ ｔｅ ｆ ｆｅ ｃ ｔｗｏｕ ｌ ｄｔｈａ ｔｈａｖｅ ？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 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关于 ｆ
５

］题的

问题 ）

Ｃａｎｗ ｅｂ ｒｅａｋｔｈ ｉ ｓ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ｄｏｗｎａ ｔａ ｌ ｌ ？

Ｉ ｓｔｈ ｉ ｓ
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ｃ ｌ ｅａｒ ？Ｄｏｗｅｕｎｄｅｒ ｓ ｔａｎｄ ｉ ｔ ？

Ｉ ｓｔｈ ｉ ｓｑｕｅ ｓ ｔ ｉ ｏｎｅａ ｓｙｏ ｒｈａｒｄ ｔｏ

ａｎ ｓｗｅｒ ？Ｗｈ
ｙ ？

综上所述 ， 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的能力 ，

教师可以通过开展分析 、 评价 、 反思等活动来实

现 。 教师首先要注意从 口 头 、 书面或多种模态的

文本中发现有价值的思考点 ， 精心设计能够激发

学生思维 的 问题或任务 ， 让学生通过分析 、 推

理 、 论证等 ， 发现文本 内容的关联性 、 逻辑性和

言外之意并给出理 由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可 以再

请学生对文本 内容 、 观点 、 论述手段等展开评

价 ， 形成 自 己 的 观点 。 重要 的是 ， 在教学过程

中 ， 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不断反思 ， 进行 自我质

疑与纠正 ， 发展学生严密而有逻辑的思维 。

四 、 结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十分密切 。 学习 和使用语

言要借助思维 ， 学习 和使用语言又能够进一步促

进思维的发展 。 而学习 和使用外语 ， 则可以丰富

思维方式 ， 进一步促进 思维能力 的发展 。 应该

说 ，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很多活动都能够促进学习

者思维能力 的发展
［ １ １ ］

。 本文结合实例 ， 探讨了

从三个方面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的可能性和可行

性 。 教师在 日 常教学中 ， 应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

深入透彻 的分析 ， 并从学生现有 的 思维水平 出

发 ， 寻找文本中学生思维的发展点
［ ６ ］

， 该发展点

可能是思维的某一种 品质 ， 如创新性或批判性 ，

也可能是几种品质的结合 。 基于此 ， 教师要设计

出合适的学习活动和任务 ， 并努力提高课堂提问

的质量 ， 调 动全体学生积极 、 主动地思 维

在课堂教学中 ， 教师要善于抓住课堂生成 ， 发现

学生思维 的 闪光点 ， 及时追 问或给予更高 的平

台 ， 推动学生思维 品质 的进一步提升 。 在课堂

外 ， 教师还可 以利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渗透思维

品质培养
［ ６ ］

。 英语学科利用戏剧表演 、 英语文化

节 、 演讲与辩论 、 读书会等活动 ， 或通过开设文

学欣赏 、 电影赏析等校本课程 ， 不仅可 以给学生

提供使用英语做事情的舞台 ， 还可 以通过这些活

动 ， 使学生 的语言能力 和思维 品质在体验 、 实

践 、 探究中得到提升 。 总之 ， 思维品质的培养应

该是在课 内 与课外 的交融 、 预设与生成的碰撞 、

训练与实践的结合中逐步实现的 ， 是一项长期的

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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