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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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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性思维就是个体按照一定的标准
,

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等进行判断
,

然后做出决定或

结论的心智活动
。

在大学公共英语教学实践中
,

可 以从语言和文本思想两方面
,

通过重点训练学生的文

本鉴赏精神和能力
、

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多维提问等手段来实现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

【关键词】批判性思维 ; 大学公共英语 ;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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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21 世纪
,

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

来越取决于教育发展
、

科学技术和知识创新的水

平
,

教育将始终处 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

现代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并导致教育系统发生

深刻的变化
。

知识社会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
,

必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

改变人的生存环境
,

对人的素质提出新的要求
。

人才流动的全球性
、

人才标准的国际性
、

人

才需求的多样性及我国 国情的特殊性要求我国教

育培养具备如下基本素质的人才
: 思想道德素

质
、

科学文化素质
、

心理素质
、

审美素质
、

劳动

技术素质
、

身体素质
、

交往素质
、

创造素质 ; 未

来人才要具备
“

八会
” ,

即会做人
、

会求知
、

会

生存
、

会创造
、

会健体
、

会合作
、

会选择
、

会适

应
。

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
,

具有创造性思维与创

造能力
,

这是 21 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素质
。

社会和

时代的人才标准变了
,

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成为

学校教育的核心任务
。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

关键是要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的能力
。

在知识经济时代

的今天
,

要突出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
,

首先要重

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

实施创新教育
,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

创新能力
,

关键在于创新

思维的培养
,

批判思维的形成
。

批判思维与创新

思维互为基础
、

互为补充
,

开发人的批判思维就

是开发人的创新思维 ; 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

推动未来知识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
。

因此
,

探讨

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

不仅是基础教育
,

也是高等教育的核心 目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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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

“

批判性
”

一词 rC iit ca l 源于希腊语 k irt 既
,

意

为 ju d ig n g (判断 ) ; k d t o s 源 自 kir n e in ( ot d e e i d e

决定 )
,

与
。 irt e ir on 同源

。

由此可见
,

在英语中
,

e ir t i e a l 与
e ir t e ir o n

在词义上是相关联的
。 e ir t i e a l 的

根本意思就是
“

按照一定的标准或准则来判断并做

出决定
” 。

《现代汉语词典》 ( 2 0 02 年增补本 )

对
“

批判
”

一词的解释是
: “

1
.

对错误的思想
、

言论或行为做系统的分析
,

加以否定 ; 2
.

批评

(① 指出优点和缺点 ; 评论好坏 ; ② 专指对缺点

及错误提出意见 ; ) 3
.

(批判地 ) 分清正确的和错

误的或有用 的和无用 的 (去分别对待 ) ; ”

因

此
,

批判就是按照一定标准或准则对事物或现象进

行判断
,

然后做出决定或结论
。

批判既有肯定事物

或现象的一面
,

也有否定事物或现象的一面 ; 批判

是个体独立进行的一种鉴赏性活动
,

是一种有着明

显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活动
。

批判不是简单的
“

吹毛求疵
, , 、 “

鸡蛋里挑骨头
” 。

刘儒德认为
, “

批判思维泛指个人对某一现象

和事物之长短利弊的评断
,

它要求人们对所判断的

现象和事物有其独立的
、

综合的
、

有建设意义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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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批判思维是指对所看到的现象和事物的性质
、

价值
、

精确性和真实性等作出个人的判断
,

并有独

立 的
、

综合的
、

有建设意义的见解
。 ”

也有学者

指出
,

批判性思维
“

指的是我们通过提出质疑
、

弄

清情况
、

分析问题等等而对我们 自己和他人的思维

加以考察的过程
” 。

因此
,

批判性思维就是个体

按照一定的标准
,

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等进行判断
,

然后做出决定或结论的心智活动
。

它既有肯定事物

或现象的方面
,

也有否定事物或现象的方面
。

批判

性思维既不是盲目地信从
,

也不是盲目地拒绝
。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结构与组成
,

研究者一致认

为
,

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

另外
,

还包括批判性

思维技能或批判性智力技能
。

批判精神就是有意识

地进行评判的心理准备状态
、

意愿和倾向
:
包括独

立 自主
、

充满自信
、

乐于思考
、

不迷信权威
、

头脑

开放
、

尊重他人等
。

罗清旭则提出
,

批判性精神

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
:
静态层面涉及情感和态

度维度
,

具体包括寻求真理
、

思想开放
、

解析性
、

系统性
、

有序性
、

自信性
、

好询问
、

认知成熟性
、

乐观性等 ; 动态层面则包括乐于计划
、

灵活性
、

坚

持性
、

自我纠正的愿望
、

寻求一致的愿望等
。

3
.

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中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

由于大学公共英语学科教学的主要 目标还是帮

助学生习得语言文化知识
,

而且思维是不能脱离内

容的
,

因此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

也就必然

要结合英语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来进行
。

但学校教

育又不仅仅是为了教给学生尽可能丰富而有用的知

识
,

而且还是为了帮助他们学会某项技能
,

学会求

知
,

并使他们从整体上变得更聪明
,

更有内涵
。

要

实现这些 目标
,

除了进行书本语言文化知识的传授

讲解
,

还要多关注学生的思维状况
,

鼓励他们说出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

发表自己的观点
,

作出 自己的

判断
,

并给予适当的指导
。

而不是使学生在任何情

况下都迷信权威
,

盲信老师
,

缺乏 自己进行评判的

能力及机会
。

有一次听公开课
,

某教师讲上外版 《大学英语

精读》 第一册第三单元课文 hT
e P er se nt

。

她讲解了

课文中的语言点
,

对文章的写作风格进行了赏析
,

最后归纳到
:
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人际关系

的冷漠无情
。

连我们几个听课教师都觉得最后这个

结沦有点强加于人
。

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角度

看
,

教师不如问学生
:
老太太为什么对女儿送的生

日礼物感到很失望 ? 她期望得到什么样的生 日礼

物 ? 你们是否知道父母的生 日? 父母过生 日你一般

有什么样的表示 ? 据你 了解西方社会老人与儿女间

的关系如何
,

中国传统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如何
,

并结合自己与父母相处的情况来反省自己在对待父

母方面有无不足之处
,

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关心父

母 ? 这样既能给学生一个练习 口语
、

对比中西文化

差异 的机会
,

又能给学生一个自己思考问题
、

解决

问题的机会
,

而不是生硬地批判资本主义
。

在帮助

学生通过各种方法如观察法
、

比较法
,

积极尝试着

表达自己独立的见解
,

主动尝试在新的领域进行客

观思维的活动中
,

学生 自己处理问题
,

评判事物的

能力也得到了发展
,

批判性思维得到 了培养— 这

正好和我们的素质教育是相吻合的
。

唯有这样培养

出来的人才符合时代的要求
。

我们传统的大学英语

教学就需要一改以往只注重语言本身的弊端
,

在教

学中积极培养和发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独立思考的

能力
,

体现人本主义教学原则的运用
,

让学生成为

真正的思考者
。

其实
,

一套好的教材中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培养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选材
。

仍以上外版 《大学英语精

读》 为例
。

在学习了第一册第四单元课文 T u m ign

o ff T v : A Q
u i e t H o u :

之后
,

可 以就 A d v a n t a罗 s &

D i s a d v a n t a g e , 。 f T V W a t e h i n g 这一话题将学生分为

两大组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自由辩论
,

然后再布置

学生课后就这一题目写一篇作文
。

以此训练学生从

正反两方面客观看待同一事物的能力
。

第一册第五单元课文 是 A iM se ar bl e ,

M e

叮
C hr ist m a s 。

笔者在学习课文之前几天将学生分为

四个组
,

两个组负责搜集并课堂陈述有关圣诞节

来历的民间传说
,

圣诞节的庆祝方式
,

圣诞歌曲

等
。

另两个组负责搜集并课堂陈述有关中国春节

来历 的民间传说
,

春节的庆祝方式等
。

要求每位

学生除事先预习课文外
,

还要尽可能去图书馆或

在互联 网上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

并且作出自己组

最有创意 的表现形式
。

如果在准备过程中遇到间

题可及时 向老师请教
。

到 了上这一课的时候
,

老

师首先让每组派代表上 来展示他们搜集到 的成

果
。

第一组代表把从课文
、

杂志以及 网上找到的

资料汇编成了英语小故事
,

配合以圣诞树
、

圣诞

老人等相关图片
、

小实物给同学们做了一个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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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色的讲解 ; 第二组利用教室里的多媒体教学设

备展现i Gn g le
e B ll s

这首广为流传的圣诞歌曲的歌

词
,

先教同学们朗读其中的生词
,

解释歌词 含

义
,

并教 同学们唱了两遍
,

然后播放他们找到的

一张圣诞歌曲 V C D
,

叫大家边听边跟唱两遍
,

最

后全班合唱一遍
。

第三组代表则与台下的同学展

开了 口语问答
,

不断地启发同学们说出我们中国

人过春节都吃什么
,

穿什么
,

玩什么
,

做什么
。

最后该组代表作了一个总括性陈述
。

第四组成员

借助于从老师这借到的一盘关于中国人过春节的

电视 录像
,

自己写 了英语解说词
,

请老师修改

后
,

课堂上一边播放一边做现场解说
,

不时惹得

同学们开怀大笑
。

事后
,

学生们反映很好
,

觉得通过这样的活

动
,

不仅了解 了更多的关于中国春节和西方圣诞节

的知识
,

也融洽了师生关系
、

同学关系
。

很好地体

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
,

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大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批判性

思维培养的一些实践
,

相信不同的教师都有自己好

的做法
。

当然
,

批判性思维绝不是凡事挑刺
,

对任

何人
、

任何事物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

对任何事唱

反调
,

而是要尊重事实
,

实事求是
。

对自己有信心

的人
,

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鼓励别人表达自己的信

念
。

如果一个教师对自己不够有信心
,

唯恐偏离
“

正确答案
”

`

就会遇到自己始料不及的问题
,

不敢

让学生发表对自己所学内容的看法和见解
,

很难想

象我们能培养出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才
,

有创造力的

人才
,

高素质的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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