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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阐述了批判性思维的内涵、阶段性发展规律及批判性思维培养对课程结构的要求。批判性思维由品

质与能力两个维度组成，其培养需要通专融合的课程结构的宏观支撑。从批判性思维培养要求出发，分

析得出批判性思维培养对课程结构通专融合的要求包括：培养目标上应关注批判性思维；通识课程和专

业课程内容设置应各有侧重，通识课程偏重品质维度的培养而专业课程偏重能力维度的培养；通识课程

和专业课程时空排列应顺应批判性思维阶段性发展规律，大学初期以通识课程为主，后期以专业课程为

主。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围绕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目标，各有侧重、梯度衔接、分布协调，从而有利于构

建通专融合的大学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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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he periodic development law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of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Critical thinking consists of 
two dimensions,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its cultivation requires the macro support of a curriculum 
structure that integrates general and speci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critical thinking,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raining of critical thinking for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
culum structure and specialization include: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should focus on critical think-
ing; the content sett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and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should be emphasize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quality 
dimens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ability dimensio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r-
rangement of general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should conform to the periodic develop-
ment law of critical thinking.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critical thinking, general educa-
tion courses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gradient connection, and distri-
bution coordin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urriculum structure that inte-
grates gener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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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批判性思维是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但现有大学课程结构尚存在通专融合不佳的

问题，阻碍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当前不少研究者提倡重视通识课程、构建通专融合的课程结构，

以达成 1 + 1 > 2 的非加和性效果，但是如何处理课程结构中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

无法为高校构建课程结构的实践提供有效理论指导。本文结合批判性思维培养要求，探讨了为促进批判

性思维发展，大学课程结构在促进通专融合时需要考虑的要求。 

2.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是美国批判性思维高层理事会主席，是国际公认的批判性思维大师，他

和琳达·埃尔德(Linda Elder)的批判性思维理论在国内学界传播较广，充分体现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需要

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共同发挥作用。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自我引导、

自我训练、自我监控以及自我矫正的思维”[1]。这一定义提出批判性思维包含能力和品质两方面的内容。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广泛适用的、能够提高思维质量的思维模式，并不意味着是单纯地质疑或批判。 
在批判性思维的构成要素方面，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提出了一个二维度的三元结构模型。

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一致，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认为批判性思维由能力和品质两个维度组成。

能力维度强调批判性思维是以与智力相关的基本知识、技能及洞察力的发展为基础的，这表明发展工科

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需要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相关专业深厚的知识基础及扎实的专业技能；品质维度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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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批判性思维要求去自我中心、去社会中心、保持公正谦虚，这表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也需要通识课程

发挥作用，为学生提高广博的知识基础，帮助学生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熏陶其道德素养。理查德·保

罗和琳达·埃尔德的三元结构模型指出了批判性思维的思维品质、思维元素与评价标准[2]。思维品质包

括思维谦虚、思维勇气、思维正直、思维坚毅、推理信心、换位思考、思维自主；思维元素有目的、问

题、概念、信息、假设、解释和推理、结果与意义；评价标准分准确性、精确性、清晰性、逻辑性、相

关性、深度、广度、公正性、重要性九个方面。 
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提出了批判性思维的两种境界。低境界的批判性思维的特点是缺乏公

正、不具备某些高层次批判性思维者的技能和价值观、不能真诚地考虑与己身观点相冲突的观点；高境

界的批判性思维的特点是思维公允、能用道德负责人的方式思考并且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思维质量

要想上升到最高层次，不仅需要智力技巧，还需要智慧特质”[1]。高低两种境界的划分，最主要的依据

是是否具备批判性思维的品质，由此可见，批判性思维品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课程结构中应被高

度重视。 

3.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规律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由品质与能力构成的、普遍适用的、审慎的思维模式，与沟通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等高度相关，遵循一定的阶段发展规律。 
在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看来，批判性思维可以有步骤地培养和发展，有六个前后相继的阶

段：第一阶段是无思维反思意识者，特点是注意不到思维中存在的重要问题；第二阶段是有思维反思意

识者，特点是开始注意到思维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阶段是起点上的思维提升者，特点是想要提高思维质

量但缺少定期训练；第四阶段是行进中的思维提升者，特点是认识到定期训练的重要性；第五阶段是有

所成的思考者，特点是下定决心终身训练并逐步内化美德；第六阶段是集大成的思考者，特点是灵巧、

具备见解深刻的思维成为第二天性。 
在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六个阶段中，第一至第四阶段被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称为前批判性思

维阶段，是批判性思维逐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阶段，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是后批判性思维阶段，是

已具备了相当水平的批判性思维，本研究着重关注前批判性思维阶段。理查德·保罗和琳达·埃尔德明

确说到：“由于改变思维习惯是一个长期工程，而非数周或数月之功所成，所以只有积年累月才有可能

见成效”[1]。因此，大学课程应着力将批判性思维培养贯穿全教育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

质与良好思维习惯，促进批判性思维的终身学习。 

4. 批判性思维培养对通专融合的课程结构要求 

培养目标居于培养方案的首位和中心，决定了使目标达成所需要的课程结构，因此培养目标是直接

影响课程结构的重要因素，分析课程结构离不开培养目标这个中心。依据课程结构的概念界定，课程结

构是在一定的价值取向下，由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及两者关系组成的组织形式[3]，因此，通识课程和专

业课程的课程内容、两者关系组成的时空排列，是课程结构的两个重要因素。综上，培养目标、课程内

容、时空排列是决定课程结构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所以本文对课程结构的分析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4.1. 培养目标上应充分关注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能力 

培养目标是实施高等教育的起点与原点，反映了具体专业的人才培养追求，是培养方案的中心、重

心。培养目标规定了人才培养的方向和标准，决定了课程结构[4]。培养目标是否蕴含通专融合、批判性

思维培养的要求直接影响着课程结构的设置。为促进通专融合和批判性思维培养，应在培养目标中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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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布鲁克菲尔德认为：“在思考如何将批判性思维融入不同的学院和课程之前，我们需要先考虑如

何在整个系统的基础上突出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将批判性思维定位为学校的核心目标。……我们

需要给批判性思维下个统一的定义，方便各学院和各系借鉴”[5]。此外，对学生个人来说，“将个体的

目标与需求提升到意识认知层面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部分”[2]。因此，明确批判性思维的内涵，并

在培养目标中充分重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强调复合型工程人才的培养，将构建通专融合的课程结构放

在重要位置，对构建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课程结构至关重要。 

4.2. 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分别侧重于批判性思维品质与能力，梯度衔接 

结合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各自的功能，认为通识课程可以偏重品质维度的培养，专

业课程可以偏重能力维度的培养。具体来说，在通识课程方面，偏重品质维度的培养，引导学生在认识

自我、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培养理性思维，达到去自我中心倾向、去社会中心倾向以及熏陶公

正、开放、自信等品质的目的，同时兼顾沟通能力这一高度相关且与通识课程目标相关的通用能力的培

养；在设置通识课程时以贴近生活的问题为课程主题展开，通过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引发学生的深度

思考，促进学生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自然，从而克服自我中心倾向和社会中心倾向，培养审慎处

理问题的思维习惯。在专业课程方面，偏重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在深入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建立学

科思维，在深入思考中训练推理、概念、假设、评估等思维能力。在专业教育初期，可以借助综合性较

强的基础课程，初步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为在后续难度提升的专业课程中继续发展批判性思维奠定基

础，同时能够和通识课程相互配合，为培养学生跨学科、领域地使用批判性思维创造过渡性的锻炼机会。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品质与能力这二维绝不是截然分开的，通识教育也可以培养推理、概念、评估等

思维能力，专业教育也可以培养公正、开放、自信等品质，在具体的课程实践中，批判性思维的品质与

能力可以是统一的、兼得的。本文在考虑通识教育与专业的目标与定位的情况下，认为二者应各有侧重、

分工配合，通过融合统一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课程梯度指大学课程内容在深度上循序渐进、逐步提高的幅度[6]。专业课程按一般照先大类课程为

主厚基础、后核心课程为主培专深的大体顺序，在学科知识逻辑、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的参照下，组建起

体系化的、课程梯度逐步上升的课程。与之相应地，通识课程也应呈现出具有一定深度变化的课程梯度，

达到在促进通识课程体系化的同时，与专业课程的课程梯度变化相衔接的目的。在大学前两年以自然科

学类课程筑建扎实的数理基础，为专业课程奠定知识基础，同时在大学贯通式设置具有深度变化的人文

社科类课程，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品质，为在专业课程中训练、发展批判性思

维能力提高软支撑。 

4.3. 两类课程时空排列应顺应批判性思维阶段性发展规律，分布协调 

课程的时空排列是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在大学各年级的学分、学时分布。批判性思维由品质与能力

两个维度组成，可以通过大学教育进行培养。批判性思维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主要经历两个关键的转

变(见图 1)。第一个关键转变在于在认识自己、认识社会甚至认识自然的过程中，了解并注意到思维的问

题，同时在大学初期关注发展批判性思维品质，以为大学后期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培养提供良好基础，因

而在课程结构中，包含人文社科类和自然科学类等广泛知识、以熏陶道德品质为目的的通识课程应在低

年级占据较大比重。第二个关键转变在于意识到思维存在问题后，尝试练习并使之常规化，也在发展批

判性思维品质的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此时以具有深度的专业课程为思维练习的内

容，培养构建概念的能力，建立学科思维，因而在大学课程结构中，专业课程应在大学后期占据较大比

重。在遵循批判思维发展要求课程结构中，大学初期偏重通识课程，后期偏重专业课程，呈现出随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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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升，通识课程占比逐渐下降、专业课程占比逐步上升的分布。此外，合理分配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

协调二者的分布，是通专融合的重要方面。由于二者在批判性思维培养中均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两类课

程的占比应保持相对平衡，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都应尽力避免。 
 

 
Figure 1. Th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its two key transitions  
图 1.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阶段及其两个关键转变 

5. 结论 

当前我国研究型大学通专融合不佳阻碍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工科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不及预期，

构建通专融合的工科课程结构、改善当前我国工科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现状，是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

转向工程教育强国的必然选择，是培养具备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的卓越工程师的必由之路。

本文在批判性思维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批判性思维培养要求，并结合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各自的目标与

定位，认为通识课程偏重批判性思维品质维度，以培养理性思维、沟通能力、高尚品德为目标，学分占

比随年级上升逐渐降低，持续地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发展提供软支撑；专业课程偏重批判性思维

能力维度，以培养专业知识与能力、建立学科思维为目标，学分占比随年级上升逐渐提高，为批判性思

维品质的着陆与落实提供硬支撑。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围绕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目标，各有侧重、梯度衔

接、分布协调，从而有利于构建通专融合的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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