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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critical thinking in high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and training strategy,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critical thinking 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ext, also can improve i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for high school Chinese reading teaching, teachers change role, innovative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reform evaluation system 
strateg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039;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eachers can guide text interpretation, design 
discussion and debate class activities, and carry out critical writing train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039; critical 
thinking. Finally, the article suggests introducing process evalu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students&#039; critical thinking 
performance in read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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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批判性思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培养策略，文章指出，批判性思维能帮助学生理解文本，还能提升
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教师转变角色、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评价体系等策略来促进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教师通过多角度引导文本解读、设计讨论与辩论课堂活动、开展批判性写作训练，能有效激发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最后，文章建议引入过程性评价，全面评估学生在阅读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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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信息爆炸时代，批判性思维是个体适应社会、解决

问题必备能力，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

要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传统教学模式常忽视批判

性思维培养，让学生面对复杂文本时缺乏分析和独立思考

能力。

2�批判性思维的定义与特征

2.1�定义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高级认知技能，它涉及对信息、论

点和情境做分析、评估与反思，以此形成合理判断和解决问

题的策略。批判性思维不只是质疑信息，而是一种系统性思

考方式，通过逻辑推理和证据检验提高决策质量 [1]。

2.2�特征

表 1�批判性思维的特征

特征 描述

清晰性
清晰表达思想和问题，明确界定概念、问题和论点，避

免模糊与歧义。

逻辑性
强调逻辑推理的重要性，要遵循逻辑规则，保证推理过

程合理有效，避免出现逻辑谬误。

开放性
鼓励持有开放态度，愿意接受并考虑不同观点和信息，

即便面对相反证据也能保持公正客观。

怀疑性
对信息和论点要合理怀疑，不轻易接受未证实声明，质

疑信息来源和证据可靠性。

反思性
不断反思思考过程与结论，意识到认知有偏见和局限，

努力克服障碍以客观全面理解。

独立性
强调独立思考，在形成观点和做决策时要摆脱外界压力

和群体思维，依据个人分析判断。

系统性
用系统方法分析问题，识别核心要素，构建合理的论证，

考虑问题多方面情况和可能后果。

创造性
关注分析评估，鼓励创新与创造性思考，提出新颖的解

决方案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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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批判性思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批判性思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十分重要，它能提

升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形成独立思考、分析和评价

的能力。在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让学生不被动接收信息，

而是主动思考文本深层含义，分析作者写作意图和观点，这

样的思考方式能加深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提高他们筛选和判

断信息的能力 [2]。同时，批判性思维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

想象力，学生通过多角度解读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能提

出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培养创新思维和个性表达，批判性思

维也可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阅读时，学生要

判断文本中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

行为准则，批判性思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有重要意义，

能提高学生阅读素养，促进全面发展，为未来学习和生活奠

定基础。

4�批判性思维的理论基础

4.1�认知心理学视角
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认知过程的科学，包含感知、

记忆、思考、解决问题和语言等方面。在批判性思维理论基

础上，认知心理学视角关注个体处理信息、形成判断和解

决问题的方式，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和认知过程联系紧密，

涉及元认知技能，也就是对自己认知过程的监控与调节，这

包括主动搜索信息、评估证据可靠性、识别逻辑谬误、构建

合理论证以及反思修正自己的思考过程。从认知心理学视角

看，教师能设计课程和活动提升学生这些能力，例如用案例

分析、辩论和问题解决练习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 [3]。

图 1�认知心理学对知识的分类

4.2�教育心理学视角
教育心理学关注学习和教学中的心理活动，能为批判

性思维培养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从教育心理学看，培养批

判性思维需要支持性学习环境，教师是引导者和促进者，学

生是积极参与者，教育心理学强调学习者先前知识、动机和

情感会影响学习过程。所以教师要设计激发学生内在动机、

鼓励反思和分析的教学活动 [4]。教育心理学视角也强调社会

文化因素影响个体认知发展，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和角色扮

演等互动形式可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发展。

4.3�语言学视角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为批判性思维在沟通表达

中提供理论基础。从语言学看，批判性思维和语言使用关系

密切，语言既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是构建和理解思想的媒

介，批判性思维要求个体能用语言清晰、准确、有效表达复

杂概念和论证，语言学视角强调语言的语境性、多样性和动

态性，这表示相同语言表达在不同语境含义可能不同。因此，

培养批判性思维，学生要理解语言隐含意义、识别语言偏见

和歧义，还要适应不同沟通环境，语言学视角也关注语言逻

辑结构。这些是批判性思维必要部分，学生学习语言学能更

好掌握用语言分析评估论点，构建论证支持自己观点 [5]。

5�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培养的策略

5.1�教师角色的转变与专业发展
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角色正经历重大转变。

传统知识传授者形象正慢慢被引导者、促进者和批判性思维

示范者取代，这表示教师不再只是传递信息，还要激发学生

思考，引导他们钻研文本，培养独立分析和评价能力。要实

现这一转变，教师需要不断更新专业知识，掌握批判性思维

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并把它融入日常教学。专业发展上，教师

要积极参加相关培训和研讨，学习设计和开展有成效的批判

性思维教学活动。教师还能通过广泛阅读、研究和持续反思

提升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更好地示范和引导学生，这种教

学模式既能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又能培养他们成为有独

立思考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优秀青年。

5.2�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

5.2.1 文本解读的多角度引导
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鼓励学生从多维度解读文本，

不只看字面意思，还要挖掘作者意图、文化背景、社会环境

和读者接受度等因素。在研读过程中，《故都的秋》的阐释

维度可呈现多元路径，结合作家的人生轨迹分析，郁达夫辗

转流徙的生存境遇与矢志不渝的文学追求，均熔铸于对故都

秋色肌理般细腻的摹写与沉郁顿挫的情感表达之中。立足文

化语境视角，当新文化运动裹挟着西潮席卷华夏，作家对古

都秋韵特有的审美捕捉，实则构成对消逝中的东方美学的诗

意挽留。若聚焦社会历史维度，时代飘摇板荡的时局特质，

恰与文中萧疏寂寥的秋意图谱形成隐秘互文，通过组织学生

比较地域文化差异下的接受图式，引导其洞察文学接受过程

中审美期待视域的动态差异，领悟经典文本超越时空的阐释

张力。

5.2.2 讨论与辩论的课堂活动设计
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讨论和辩论活动，能有效激发学

生批判性思维。教师可以设置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小组讨

论，鼓励他们提出见解，质疑和反思同伴观点。通过辩论，

学生能学会构建有力论证、识别和反驳逻辑谬误，锻炼批判

性思维。以人教版高一语文教材《师说》的教学实践为例，

教师可抛出启发性问题。 " 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师生关系

框架能否继续承载现代教育需求？ " 组织学生开展小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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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每组围绕议题进行深度思辨，部分小组可能立足文化

传承维度，强调师道尊严体系对维持教学效能、保障知识系

统传递的当代价值，主张应重视教师在经验积淀方面的优

势。另一些小组或从创新教育视角切入，指出个性化学习与

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需要打破权威壁垒，倡导构建师生平等对

话的新型互动模式，各组成员通过文本细读《师说》核心章

节，结合 MOOC 教学、翻转课堂等新型教育形态中师生角

色转变的实证案例，整合形成共识性观点并预设反驳策略。

随后的班级辩论环节，教师转型为思维引导者，通过设置矛

盾情境、搭建认知支架，重点聚焦 "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

必贤于弟子 " 的经典论断，引导学生在跨时代对话中重新诠

释其现代意蕴，借助观点交锋培育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实

现传统文化精髓与当代教育理念的有机融合。

5.2.3 批判性写作的训练
批判性写作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途径，教师要指

导学生有效论证，提出明确论点、提供充分证据、运用恰当

推理方法。以人教版高一语文教材中的《劝学》为例，教师

可布置写作任务：“结合当今社会发展，谈谈你对‘学习需

持之以恒’这一观点的看法。” 学生在写作时，需先提出

明确论点，有的学生可能认为，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信息

更新迅速，不仅需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更要注重学习方

法的灵活调整才能高效获取知识。为论证这一论点，学生可

从身边事例入手，如互联网行业从业者，若仅靠死记硬背知

识，不持续学习新技能、新思维，很快会被行业淘汰，以此

作为充分证据。在推理过程中，运用因果推理，阐述因社会

变化快，所以传统单一的学习方式难以适应，进而得出需要

改变的结论。通过这样的写作练习，学生能学会分析问题、

评价不同观点和论据、构建自己的观点。

5.3�评价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5.3.1 过程性评价的引入
传统教育评价体系常过分看重考试成绩和最终学习成

果，忽略学习过程中思维发展和能力培养。过程性评价对培

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十分关键，批判性思维不只是知识积累，

更在于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教师教学时要

多关注学生阅读、讨论、写作等环节表现，评价他们提问题、

分析论据、构建论证以及反思修正观点的情况。教师通过持

续观察、详细记录和及时反馈，能更准确了解学生批判性思

维的进步与挑战，这种评价方式能让学生认识自身思考的优

劣，也能让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调整教学方法策略，有效提升

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5.3.2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评价标准
想要更准确评价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建立科学评价

标准非常重要，这些标准要包含学生多维度表现，如分析、

评价、推理、解释和自我调节能力。分析能力要求学生分解

信息，识别论点和假设，评价能力涉及对论据和结论的判断，

推理能力要求学生逻辑推导结论，解释能力需要学生清晰阐

述复杂概念，自我调节能力体现在学生自主监控和调整思考

过程。教师可以依据这些标准，综合评价学生在阅读理解、

讨论交流、写作表达等方面的表现。例如，在阅读理解中，

教师评估学生能否识别作者论点论据并评价其有效性，在讨

论交流中，教师观察学生能否提出有力论据，有效反驳他人

观点，在写作表达中，教师评价学生能否清晰有逻辑表达思

想，合理用证据支持观点。

6�结语

本文探讨批判性思维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性

和培养策略，强调当前教育背景下教师要转变角色、创新教

学内容与方法、改革评价体系，以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发展，教师通过多角度引导文本解读、设计课堂讨论与辩论

活动、开展批判性写作训练，能有效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

帮助其理解文本、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入过程性评

价可以全面评估学生阅读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表现，为学生

终身学习和全面发展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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