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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批判性思维是21世纪以来深受培养的思维能力之一，受到广泛学者的研究推崇，尤其针对于小学生来说，

培养与发展批判性思维更是重中之重。深度学习也不断地提出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例如创新思维、

批判性思维等。然而，在批判性思维发展中，由于文化视角下的大环境不利，国家政策教育不利，加之

教师批判性思维技能欠缺，学生缺少锻炼机会，不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因此，本文从深度学习视域出

发，试提出学校构建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校园文化开发批判性思维发展课程，教师提高其批判性思维

能力水平以及学生把握批判性思维发展机会和利用有益工具，以期为处于批判性思维成长阶段的小学生

提供一定的支持，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有利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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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itical thinking is one of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thinking skills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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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widely researched and promoted by scholars.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ultivating and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is a top priority. Deep learning has also been continuously proposed 
to develop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such as innov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However, the 
unfavorable general 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from the cultural pers-
pective, the unfavorable national policy education, the lack of teacher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the lack of exercise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re not conducive to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Theref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learning, this paper tries to propose that schools build a 
campus culture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to develop a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curriculum, teachers improv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students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for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utilize valuable tools, to provide a certain de-
gree of support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growth stage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also to 
provide a favorable experi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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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1 世纪以来，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深受重视的能力素养之一，批判性思维作为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受到越来越多学者专家和教师的关注。然而由于批判性思维面临许多困境，受到传统文化、应试

教育、教师能力不足和学生缺乏锻炼机会的影响，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受到阻碍。深度学习以培养

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为目的，与批判性思维关系密切。本文以深度学习视域，从小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

的价值论、问题论、策略论出发，望能为发展小学生批判性思维提供一定的思路经验。 

2. 深度学习下发展小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概念 

(一) 深度学习 
何为深度学习？深度学习起源于布鲁纳的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布鲁纳将教育目标分成认知领域、思

维领域以及情感领域，其中又将认知领域划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1]。一般认为后

四种为深度学习。然而深度学习是美国学者 Ference Marton 和 Roger Saljo 于 1976 年以学生进行的一个阅

读实验为依托首次提出的关于学习层次的一个概念[2]。他们将学习层次分为浅层学习和深度学习。而后

富兰和兰沃希将深度学习定义为“去现实世界中创造和应用新知识[3]”，刘月霞和郭华则认为深度学习

是“在教师引领下，学生围绕着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积极参与、体验成功、获得发展的有意义

的过程。学生把握学科的本质及思想放大，形成积极的内在学习动机、高级的社会性情感、积极的态度、

正确的价值观，成为既具有独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神，基础扎实的优秀的学习者，成为未

来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人”[4]。综上，本文对深度学习定义为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等高

阶思维能力为目标，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地、自觉地根据情境的变化对知识进行转化和迁移的一种学习活

动。 
(二) 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由“Crtical Thinking”翻译过来，也可以称之为审辩式思维。批判在词源上寓意基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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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判断力，是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提问能力，具有辨识力。早期的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可追溯到苏格拉

底的产婆术，其中的四步骤——讥讽、助产、归纳和概念，帮助学习者最终寻找到答案。而近现代关于

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则是源于杜威提出的反省思维五步法，是对某一个问题进行不断反复反思、深究的思

考[5]，这样的思维方式最后形成了反省思维五步法，即一为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二则在真实情境中寻

找真实的问题；三为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四是推断假设是否可以解决问题，最后是验证假设。由

于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一定的概念界定，在理解中加入了不同领域的思想。但是都着重

于思维品质和思维能力两个方面，将质疑、反思、分析、评价等要素认为是批判性思维的核心。对于学

习者的批判性思维要求摒弃掉个人的主观想法，不要追求个人中心的个人主义，用基于标准的依据对自

己和他人的看法、观点、态度以及思想等做出理性的判断。综上，本文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为是学生在

参与不同的教学活动亦或面对不同的生活情境中，能对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想法、态度等寻找一定的理

论依据进行基于标准的价值判断，并对判断结果进行评估反思，最终以期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甚至核心素

养的提升发展。 

3. 发展小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价值 

发展批判性思维已经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能力素养之一，因此尽早去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是迫在眉

睫之举，尤其针对于小学生这一群体。但仍然有许多学者提出质疑，批判性思维能否以一种可教的方式

去激发或发展给小学生，又或者说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过程中能否引起学生兴趣，以及小学生发展批判性

思维的价值所在。 
(一) 批判性思维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 
首先，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在接触学校之前，学生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周边人的经验。这些

经验下，学生会形成自己一套个性化的思考方式又或逻辑思考方式帮助学生去行事、认识世界。以此为

基础，当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时，教师的教学方式会与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一定冲突。当冲突产生时，学

生并不是一昧接受。皮亚杰曾提出“同化”与“顺应”两个概念[6]。当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

式有相似之处，学生会更好地吸收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将教师教学方式中可取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思维

方式中，即同化，这取决于学生的自我判断和反思。而当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式产生冲突后，

学生会对其进行自己基于标准的判断，产生一种新的结合两种的思维方式，即顺应。 
其次，皮亚杰曾提出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将学生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感知运动阶段，

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7]。小学生的年龄阶段介于 5~11 岁之间，即小学生刚好处

于皮亚杰所提出的前运算阶段和具体运算阶段。处于这两个阶段的学生的思维由前运算阶段的表象思维

逐渐转向为具体运算阶段中的逆向性思维，并具有初步的逻辑运算能力。而批判性思维则刚好与具体运

算阶段中的学生的思维能力有不谋而合之处。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生如果能发展其批判性思维，会帮助其

更好地过渡到具体运算阶段，也能为之后进入形式运算阶段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 批判性思维促进小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首先，在促进小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发展上，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打破思维定势的障碍。思维定势指

的是“人的思维活动由于受一定知识经验影响而具有某种惯性的确定认识和看法”[8]。人的心理不单单

受到个人因素，同时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双重影响下，人既会通过感官的感受与大脑的思考对事

物进行进一步理解与深思，形成进一步的高见；也会过度钻入死胡同形成偏见。当人被大量的偏见禁锢

于思想的牢笼之中，就会形成思维定势，总是用单一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和事物，无法对事物有一个创新

和创造性的理解。而批判性思维则是要求跳脱思想的禁锢，对一相同事物要持有怀疑精神，尽管在此之

前已有大量佐证，但是怀疑的精神会使自身的思想始终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从而可以从多方面去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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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促进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其次，批判性思维可以帮助小学生在对事物的理解上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批判性思维要求在对事

物进行评价时，不能从单方面出发，事物的评价要体现多元化，从而能对事物的理解赋予更多元化的意

义。小学生需要从小培养批判性思维，需要以更多元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更深入地去了解事物，促进其

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 
(三) 批判性思维增强小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或者称之为自我设计学习、自我管理学习、自我调节学习、自我监控学习等，是指“学

生为了去实现其学习目标而在其行为以及行动上产生系统性的学习过程”[9]。批判性思维在自主学习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小学生需要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尤其目前双减政策落实之后，其要求“学校要确保小学一、

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

过 60 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10]。对比之前，由于大量由教师主导转而更多

需要学生依靠自身的自觉性来完成作业，自主学习的重要性逐步体现。且双减政策的落实，家校双方都

支持作业负担的减轻，给予学生更多的自主空间[11]。 
其次，自主学习受到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而学习动机的影响因素包括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和兴趣

等等。自我效能感为学习者对学习者自身能否成功完成某一行为的判断。而判断则是以批判性思维为基

础，需要学习者通过批判性思维去决断证据的可靠程度等等。而兴趣也恰恰是需要依靠批判性思维。学

习者在对某一事物感兴趣时，对某一事物不仅进行了判断，同时也是进行评价，当与学习者的价值判断

一致或者评价结果让其满意，则为对某事物感兴趣。 
因此，批判性思维无不影响着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当小学生发展其批判性思维时，会对其自主

学习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4. 发展小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困境 

自从批判性思维在我国受到重视以来，许多学者对其进行深度研究，挖掘其应用价值、意义等，但

对于将批判性思维，这一后天才能培养而成的思维方式贯彻到小学生中仍然会遭遇到瓶颈，久久未能得

到很好地解决，其困境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剖析： 
(一) 文化视角：缺乏批判性思维发展的环境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其最根深蒂固的则为以君主、君王为主的中央集权制，权力高度集

中在中央政府之中。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12]，其中提倡要思考，体现着批判性思维中的反思。但

中央集权制的根本是从统治者的权益出发，维护其坚固的统治地位，并非是为了鼓励创新和探索，推崇

儒家文化，而对于崇尚科学的墨家等则选择轻视或抑制发展，导致具有创新思维的思想难以突破，从文

化上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除此之外，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无不彰显要思考的思想，例如“温故

而知新”、“思而不学则殆”等，但基本都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已有文章故事内容出发，而非

对其进行理性的批判。因而，从文化视角出发，对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大环境极其不利，批判性思维难

以得到很好发展。 
(二) 国家视角：阻碍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时机 
科举制自隋唐创立以来一直到清朝才被废除。其废除之前，深深钳制中国读书人的思想创新，体现

在八股文的固定格式以及规定的出卷形式等，不允许考生在限定范围之内做任何创新以及答题不能超出

限定范围之外的内容，这样的形式禁锢创新思想，不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国内高考制度恢复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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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为了能够尽快培养社会所需要人才，国内的教育制度逐渐出现应试趋向，也就是在教育活动中，以

考试成绩为评价学生素质和教师教学水平的依据，过度追求学校的升学率，给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这不仅对于高中生，在小学生中此现象也越来越明显。而小学作为发展批判性思维的基础阶段，当家长

和教师都过分要求学生成绩优秀，以能升入较好学校时，应试教育下的学校和教师只教授国家教育部编

写规定的教材为主，一切为了应对考试；而对于能对学生思维有拓展必要的书籍或内容，学校选择一概

忽略，从而导致学生只能去相信书本所学的知识，认为书本即权威，错过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最佳时机。 
(三) 教师视角：缺乏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技能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教师的教学素养和教学技能会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发展。我国学生缺乏

批判性思维与教师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13]。目前，我国很多小学教师在职前未接

受批判性思维训练或者接受的批判性思维训练不足，使得其在教学过程中很难把握或贯彻批判性思维，

在职期间又很少参加有关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培训进修，错失了能提升自己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教师在进

行备课时，过度地依赖教材的编写，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将教材表面的内容进行教授，而未将教材深

层内容或者思想以适合学生接受的方式讲授，而是以教材为权威，进而导致学生在学习时，只进行表面

学习，没有达到深度学习的标准，对于学生之后遇到的知识，也只是低通路的迁移。 
(四) 学生视角：缺乏批判性思维锻炼的机会 
在过多的关注应试教育下，学校和教师注重书本知识，希望学生只学习书本，不需要学生过多思考，

只需要将教师所讲授的知识消化吸收即可。这样一以贯之，学生逐渐认为书本即权威，而缺乏了质疑的

意识，无论书本知识或者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是对是错，都囫囵吞枣地接受，缺少了批判性思维锻炼的机

会。 
除此之外，学生也缺乏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工具。教师由于不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因此在对

于能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教学工具上也没有延伸，使其学生对于像思维导图、流程图等思维工具

的运用陌生化。 
最后，即使学生在批判性思维上有所发展，没有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进行评估的量表或量规仍然会削

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学生需要通过评价来知晓自己在批判性思维发展上的进步，即使有所偏差也

可以通过评价来进行调整。当缺失批判性思维评价，学生也就缺失了批判性思维锻炼的机会，即使把握

住机会，也不能加以充分运用，阻碍其批判性思维发展。 

5. 深度学习下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策略 

(一) 学校助力构建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文化 
学校责任有二：其一为为国家发展培养未来社会所需人才；其二为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小学生

处于身心发展的成长阶段，对于一些思维和文化的尚不具有很好的辨识能力，但这也是他们具有很好的

可塑性的关键阶段。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的场所，其物理建设和精神建设对学生影响重大，校园文化作为

精神建设，能从细枝末节中对学生的素质、思维等心里层面上进行导向和激励，发挥其功能，对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有促进作用。校园文化中不仅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要推陈出新，广纳吸收革新，不

能因循守旧，重蹈先前的过错。学校要发挥对传统文化的革新作用，构建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文化，

以求帮助弥补之前传统文化不利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大环境。 
(二) 国家联合加强批判性思维课程的开发与构建 
我国以通过“核心素养”作为总目标要求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且其将成为近几年教育研究的

重点。深度学习下要求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也恰好与之不谋而合。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的设

计就要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为中心。因此，国家需要联合各地政府以及学校加强对批判性思维理论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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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研究，帮助构建开发批判性思维课程[14]。 
批判性课程的设计会对学生之后深度学习也有一定的帮助。一方面，开发批判性思维课程，学生能

够了解熟悉甚至应用其理论依据，并依次为依据，能基于充分的理性和客观事实对问题进行独立思考，

找出怀疑的可疑点，并进行深度思考，尝试解决问题，从多角度创新性的打破原有常规。另一方面，教

师教学目标中会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作为出发点，帮助学生发展其批判性思维、深入了解批判性思维的

理论基础，也为学生将批判性思维高通路迁移到其他学科中，在解决问题时，多学科联合寻找措施。 
(三) 教师提高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小学生尚不具有很好的辨别是非能力，教师的个人素质和教学水

平将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换言之，教师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的优秀与否也会影响小学生在批判性

思维发展上的长久与否。因此，教师需要提高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首先，教师入职前需要接受专业的批判性思维训练。针对于师范院校，需要对将要从事教师职业的

学生开设专门的批判性思维的相关课程，培养未来教师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同时也教授其如何培养小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方法和策略，从教师的源头提高其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 
其次，教师入职后需要定期参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教学培训。许多教师在入职前接受了一定的批判性

思维训练，并取得了教师资格认证，但并不意味着具有很好的批判性思维教学能力。所以，地方政府和

学校要联合定期组织教师参与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培训，定期进修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能够帮助小

学生更好发展其批判性思维保驾护航。同时，教师之间也可以自行组织批判性思维能力共同体，共同体

的建立帮助教师之间更好地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批判性思维教学中的问题研讨精进。 
(四) 为学生提供利于批判性思维发展的工具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之一，在教学中若单单只听教师的讲授，将很难掌握批判性思维能力，也

很难促进其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因此学生需要能帮助其批判性思维活跃的工具。思维导图作为一种个性

化的教学工具，很好地帮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整理。在整理过程中，由于每位学生制作的思维导图都

是个性化，符合其思维逻辑，制作时也对教师所讲的内容进行考量，并不是教师讲，学生抄写笔记。同

时教师讲授时，学生会根据教师的理解结合自身的理解对思维导图进行调整，从而加深对学习内容的认

识，达到深度学习。 
学生不仅需要工具辅助，同时也需要评价来帮助学生导向成功的批判性思维。因此，需要为学生提

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价量表，从批判性思维的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自我调控六大要素，

制定可以量化的量表多角度多元化评价学生的掌握情况。学生在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价量表下，可以充分

了解自己在批判性思维的某一方面的掌握水平，可以调动自我意识对薄弱部分进行自我监控、定期评估，

从而使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水平能提高发展。 

6. 结语 

批判性思维已然成为 21 世纪重要的能力素养之一，许多学者也纷纷参与研究其价值之中，希望能取

得一定的进展。深度学习视域下，学生需要从表层学习突破，不能仅仅均限于表面现象，更需要从表象

看到深层次内容，把握学习内容的中心思想。批判性思维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深度学习是学生在

批判性思维发展能长远坚持下去的方向指引。小学生作为思维发展的成长阶段，更需要能在批判性思维

发展时稳扎稳打，对学习内容要有质疑的态度，基于理性的判断。尽管在小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中存在

的一定的问题——文化因素、教育政策因素、教师因素和学生因素，但对此也有相应的解决策略。针对

于以上因素的发展策略，需要通过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支持，但究其理论意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批

判性思维的研究道路漫漫长兮，希望本文的研究能为此做出一定的理论贡献，也希望批判性思维能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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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中充分得到重视，使小学生思维拓展，敢于用质疑的态度结合基于理性判断的依据去看待事物，不

盲目相信权威，成为未来可塑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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