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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本文，大学英语思辨教学目标达成的教师环节从两个维度展开：首先，教师自身要通过学习不断提升

思辨意识和思辨能力；然后，教师要开展思辨性教学。大学英语思辨教学是语言学习与思辨能力培养相

融合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将思辨培养融入到英语语言学习中。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实现学生语言

能力提高和思辨能力提升的双重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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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erspective of teacher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dimensions: first, teachers themselves should improve their criti-
cal thinking awarenes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by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then teachers should 
carry out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ng language lear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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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s to say, this mode integrates critical thinking cultivation in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Through this teaching mode, the dual teaching objectives of improving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an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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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教师环节探究大学英语思辨教学目标的达成有两个阶段：教师研读汉英经典，潜移默化熏陶，进

而自主训练思维或思辨能力(前期已发表 3 篇文章探讨此问题)；教师开展语言学习与思辨能力培养融合的

英语教学。本文集中探究大学英语教师课堂对学生进行思辨训练的模式，以及教师开展的英语思辨教学

具备怎样的特征。 
大学英语思辨教学目标在最新《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2020》“教学目标”中首次提出：培养人文精神

和思辨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当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

人发展的需要[1]。“思辨能力”包含于“教学目标”条目之中，成为大学英语人文精神培育之外的另一

重要内容和明确目标。 
从大学英语课程定位、课程意义来看，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离不开思辨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大学英语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大学生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而这个能

力发展肯定包含思辨能力发展。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了解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前沿、科学技术、

先进管理经验和思想理念，还有助于培养具有世界眼光、国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1]，而不管

对世界了解，还是国际化人才培养，思辨意识、能力的熏陶和训练是大学英语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大学

英语教师的重要教学目标。 
从语言教学层面看，大学英语课程是在高中英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语言能力，而语言是

思维的外衣，和思维密不可分，因而在大学英语课堂，教师通常会设置与课文语言材料密切相关的“思

辨环节”。设置原因涉及四个方面：通过“思辨环节”的一些问题促进学生深层次的思维活动，如理解、

分析、判断、归纳、总结等等；通过“思辨环节”训练学生用英语表达相对复杂的思维过程，从而提升

学生的英语能力；通过“思辨环节”引导学生寻找、归纳体现思辨能力的语言手段，从而有效地表达或

表现内在思想观点、思维逻辑或思维框架；通过“思辨环节”检验学生的英语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

一步训练，达成思辨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发展和进步。这些思辨活动都是从教材语言材料中提炼而出，

与语言材料密不可分，是语言学习与思辨训练融合的模式。 
大学英语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思维训练模式不同，第一学期为专门模式，第二学期为通用模式。下

文从思辨训练专门模式、通用模式，以及大学英语教学思辨教学特征进行阐述。 

2. 思辨训练的专门模式 

大学英语思辨训练第一学期专门模式为：设置 Critical Thinking 环节。此阶段，Critical Thinking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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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传授思辨基本知识，并将其与所授课文进行关联，让学生在语言学习的同时，培养、提升思辨能

力。具体步骤为：1) 介绍思辨标准；2) 分析课文体现思辨特征的语言手段；3) 并将语言手段用于英语

口头或笔头表达。 
以《新目标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第一单元 A 课文“What Can Americans Learn from Confucianism”

[2]的思辨活动设置为例。 
① 首先，简述思辨标准，让学生理解实现思辨要达成什么样标准或条件。 
我们课题组采用美国学者 Gregory Bassham 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标准(Critical thinking by Gregory Bas-

sham) [3]。书中阐述 8 条标准，正好对应综合教程 8 个单元，换言之，1 次课可以介绍 1 个标准，帮助学

生建立思辨核心知识。 
本课文讲授的思辨标准是“(思维的)清晰”，英文即 clarity。见图 1 PPT。 
 

 
Figure 1. The standards of critical thinking  
图 1. 思辨标准  

 
② 然后，分析什么样的语言手段能够体现思维的清晰，并引导学生从课文找到作者实现思维、思想

清晰的语言表达。 
通过归纳总结发现，可从三个语言层面达成思辨的“清晰(clarity)”标准：词和短语层面、句子层面、

段落层面，见图 2。 
 

 
Figure 2. The language devices for achieving clear thinking 
图 2. 实现思维清晰的语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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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语言层面其实是构成达成思辨清晰的具体语言手段(language device)，在 A 课文中具体体现

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example from the text 
图 3. 课文范例  

 
③ 最后，运用这些语言手段，帮助学生思路清晰的口头或笔头表达，从而达成思维或思辨的清晰标

准。见图 4。 
 

 
Figure 4. The exercise 
图 4. 练习 

 
综上所述，通过首先介绍思辨标准，到分析、总结实现某一思辨标准的语言手段，再到学生运用课

文中的语言手段条理清晰地口头表达和写作，这既是一个英语课文、英语语言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直接

培养、训练思辨能力的过程。这种语言教学和思辨训练密切结合的专门模式，使得语言教学具备该有的

思维深度和高度，而不是将大学英语教学滞留在单纯的语言教学阶段；使得思维能力训练与语言能力训

练相互依托，共同发展，而不是与语言载体脱节，失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依托。 

3. 思辨训练通用模式 

在第一学期通过语言与思辨系统同步训练的“专门模式”后，学生已经了解评判思辨的标准，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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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思辨标准的语言手段，并学会将这些语言手段用于会话或写作，自觉、自主提升自身思辨意识和训

练思辨能力。也就是说，经过第一学期语言与思辨融合的大学英语学习，学生的思辨意识、思辨技能已

经达到一定水平，跨上一个台阶。 
第二学期采取“通用模式”，课堂不再专门传输思辨相关知识，而直接、精心设置思辨环节或思辨

活动，让学生通过完成与课文相关的任务，实实在在经历、操练思辨活动具体步骤，如分析、评估、判

断、对比、创造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高级思维活动[4]，从而强化、拓展学生思维或思辨能力，最终实现

大学英语思辨教学目标。 
以《新目标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第五单元 A 课文“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5]的思辨活动

设置为例。由于本篇课文讲述一个繁忙的股票经纪人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忘却自己结婚的事实。基于

课文内容，教师设定的思辨环节为“What’s your idea of love and marriage?”，教师潜含的意图是引导学

生树立正向的婚恋观。首先，引导学生分析课文人物行为活动，让学生评估：主人公为何会忘记自己举

办过婚礼，学生得出结论：过于追求物质财富，忽略情感生活；并让学生做出判断：这种主人公类型是

否适合做一个好伴侣，学生判断当然是否定的。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将中西择偶观进行对比，输入中国

传统文化背景下正确的婚恋观，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最

后，学生根据自身所见、所闻、所读，进行观点创造，表达出既个性化，又积极向上的婚恋观。也就是

说，基于课文内容的思辨环节设置“What’s your idea of love and marriage?”，其实经历了分析、评估、

判断、比较、再判断、创造等高级思维活动，实实在在地进行思维、思辨能力训练。整个思辨环节进行

过程紧密围绕课文素材、用英语完成，是特征明显的思辨大学英语教学，也的确在践行语言学习与思辨

培养融合的思辨教学。 
这种通用模式在《新目标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其他单元均是如此操作。在大学英语高级阶段选修

课也是将语言学习与思辨培养同步进行。例如，在讲授《了不起的盖兹比》[6] (高级选修课英美文学名

篇选读课程内容)时，为引导学生思考“Why is Gatsby great？”，教师设置如下步骤：首先，阅读文本，

画出与主要情节相关思维导图(这实质包含思辨过程中的接受信息、理解信息、分析信息)；然后，为证明

“Gatsby is great”寻找理据(这实质包含思辨过程的校验信息、收集证据)；最后，推导结论(这实质包含

思辨过程中的判断和总结)。由此可见，教师在思辨环节精心设置活动包含系统、连贯、严谨的思维步骤。

也就是说，教师带领学生学习语言作品同时，完成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反之，如果教师仅仅

提出问题“Why is Gatsby great?”，不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分析文本，不进行信息搜寻、验证和归纳，学

生则无法做出理性、客观评判，学生对文本认识、理解也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深刻。这样的文本学

习，未能把思辨培养纳入学习目标，势必肤浅、滞留于表面，缺乏高等教育学习活动应有的思想性和高

阶性。 

4. 大学英语思辨教学特征 

4.1. 过程：语言学习与思辨能力训练融合 

大学英语教师开展思辨英语教学，是将语言学习与思辨训练相融合，而不是将二者割裂开来。大学

英语教学如果不加入思辨训练，这种教学会沦于简单的语言教学，和高中英语没有区分度，会让学习者

丧失学习积极性和好奇心。只有着眼于从思维层面提高语言学习层次，才能从真正意义上提高大学英语

品质，才能让大学英语和其他学科一起，协同培养高素质、思辨能力强的优质人才。 
语言学习与思辨训练融合具体体现在：思辨训练落实到英语课文学习；思辨培养环节是在完成语言

知识点传授后，针对文章内容设置；思辨培养环节要求学生能够从已学语言知识总结提炼出与思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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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技能；思辨培养环节还要求学生能够把这些归纳出的思辨技能用于口头或笔头语言表达。也就是

说，从语言学习中衍生出思辨培养各项活动，而思辨培养各项活动都是在具体英语课文学习中实现。语

言学习和思辨培养密不可分，同向同行。 

4.2. 效果：通过语言学习积累思辨方法和技能 

大学英语思辨教学培养出的学生掌握一定的思辨方法和技能。如思辨过程的具体步骤，达成思辨行

为的标准，以及如何从语言材料找到实现有效思维、进而有效表达的方法、方式。具体表现为：学生会

自觉分析文本的逻辑框架，并归纳总结体现逻辑框架的语言手段或策略，进而用这种语言模式清晰、有

效展示自己内在思维，逻辑清晰地口头表达，或写出思想深刻、语言精确、质量上乘的英语文章。 
然而，如果教师不在大学英语课堂有意识融入思辨因素、思辨环节，学生则难以在其他课堂学到与

思辨相关，相对系统的核心知识。目前，国内没有高校专门开出思辨课程，或者说，也不适合在一般高

校开出专门思辨课程。既然语言和思维是同步生成和发展，那么语言课融入思辨培养是最佳模式。大学

英语课堂，通常以英语篇章作为学习目标，而西方学界对于“思辨(西方称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形成较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教师可以结合教授的英语课文，同时教授思辨相关核心或基本知识。这

样学生在英语课堂不仅学习英语语言文化知识，还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思辨方法和技能。如前文谈到的

Gregory Bassham 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标准 8 条标准：clarity、precision、accuracy、relevance、consistency、
logical correctness、completeness、fairness [3]，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会自觉参照这些标准，以判断文本

思维框架。又如，课堂上也会引入 Richard Paul“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中“如何进行思辨性阅读”、“如

何进行思辨性写作”[4]等方法。当学生掌握这些思辨相关核心知识、基本方法后，他们对于英语课文学

习和理解会跃上较大台阶。教师也在这种语言学习与思辨培养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中实现或达成大学英语

思辨教学的目标。 

5. 小结 

思辨力高下将决定一个人学业的优劣、事业的成败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7]。而思辨力发展是和语言

发展同时、同步、同向进行。在此意义上，大学英语教师作为高等教育领域从事语言教学的教师，对于

培养思辨力强的高素质人才具有不可推卸的使命[8]。最新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明确规定，思辨培养为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之一，大学英语教师要达成此目标，首先要自身多研读经典，潜移默化提升自身思辨

能力；然后要开展思辨性大学英语教学，精心设计思辨培养教学环节，实现语言学习与思辨训练相通相

融的教学模式，最终达成语言能力提高和思辨能力提升的双重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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