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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Senior High Schools (2017 Edition) has include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quality as one of the goal of English curriculum, the academics has been exploring it. This paper uses CiteSpace software to sort out 
a total of 366 core journal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about thinking quality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from 2017 to 2022, and then reveal the evolution and hot spots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field through visu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quality in reading teaching has been a continuous and largest research hotspot in recent years, 
followed by writing and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However, there is relatively little research cond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rammar tea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teaching, textbooks, and test questions;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thinking quality is 
rare.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are summarized so as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how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cultivation of thinking quality in the future, deepen and innovate the research on think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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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的演进与热点——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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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版）》把思维品质的培养列为英语课程目标以来，学界不断探索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发展
学生的思维品质。论文用CiteSpace软件梳理了2017—2022年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的相关核心期刊文献共计366
篇，通过图谱分析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演进与热点。阅读教学中思维品质的培养是近年持续的、最大的研究热点，其次是
写作和听说教学。但从语法教学、听说教学、教材、试题等角度开展的研究较少；思维品质的测评研究鲜见。最后总结已
有成果，为未来进一步落实思维品质的培养；深化、创新思维品质的研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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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17

年课标”）首次将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列为英语课程目标，

继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2022

年义教课标”）新增了对思维品质学段目标的具体阐述。可

见，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在英语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近年来对思维品质的研究层出不穷，但由于目前课堂仍

注重知识的讲解与记忆，存在不注重鼓励学生去思考和探

究、教师对思维品质重要性认识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学生思

维品质培养很大程度上并未落到实处、效果不佳 [1]。为更有

效地落实、研究中小学英语教学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论

文运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7—2022 年间国内中小学英

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的 366 篇相关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

化分析，探究在高中英语新课标颁布后该领域研究的演进与

热点，为未来创新思维品质的研究提供明确方向。

2�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的演进与
热点

2.1�总体发文量的变化
年度发文数量是衡量某科学领域研究热度变化的判断



35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依据之一。中国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可分为快速

增长和缓慢下降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快速增长期（2017—2019 年），共计发文

量 189 篇，从 2017 年开始发文数量逐年增加，2019 年达到

峰值，主要原因在于 17 年课标明确将思维品质这一概念作

为英语学科培养的核心素养之一，将思维品质培养上升到了

教育政策层面，广大英语教育研究者积极响应了政策提出的

加强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培养的要求，开展了大量的

探索，表明学界对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

第二阶段：缓慢下降期（2020—2022 年）共计发文量

177 篇，2019 年达到峰值后，发文量有所下降，说明学者仍

然关注该领域研究。但 2022 年义教课标不仅再次强调了中

小学英语教学中发展学生思维品质的重要性，更具体阐述了

思维品质各学段的目标，表明学界对如何落实思维品质的培

养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2]。本研究预计 2022 年后对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思维品质培养的研究将成为新的发展空间，发文

量将会持续增加。

2.2�研究演进与热点
关键词是论文的核心概括，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发

掘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关键词共现图和关键词时

间线图能全面、直观、有效地探究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

质研究的共时特征与历时变化。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研究演进

与热点，按研究热度降序梳理近六年成果如图 1、表 1 所示。

图 1�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①在阅读教学中培养思维品质是 2017—2022 年连续稳

居第一的研究热点，发文总计 180 篇，其中 65 篇提出了在

阅读课中促进思维品质的教学策略或教学设计；41 篇研究

了不同类型的文本阅读促进思维品质发展的教学策略或教

学设计，包括故事阅读、绘本阅读、小说阅读、报刊或外刊

阅读、说明文阅读、文学阅读和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前两类

都是针对小学的研究，后五类都是针对初中的研究；30 篇

研究了阅读教学中高阶思维的培养，单独研究在阅读教学

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最多，其次是思辨能力和思维灵活

性，单独研究创新思维的较少；24 篇探究了在阅读课中促

进思维品质的问题设计策略 [3]；另外，阅读教学中 5 篇有关

读后拓展的研究尚缺乏高中阶段的相关研究；剩下的是较新

颖的一些研究角度，比如怎样用“看”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

生的思维品质、阅读教学中聚焦语言特色的思维训练和阅读

教学中如何运用文本留白培养思维品质。

表 1�2017—2022 年思维品质研究热点统计表

顺序 主题 发文数量（篇）

1 阅读教学

教学策略设计 65

不同类型文本 41

高阶思维培养 30

问题设计 24

2 写作教学
读写结合 16

写作任务等 16

3 听说教学

对话 13

听说 9

听力 3

4 语篇教学 16

5 语法教学 4

6 教材 少量

7 试题 少量

②在写作教学中培养思维品质共计发文 32 篇，其中 16

篇研究读写课或读后续写，另外还关注了写作任务、写作讲

评、应用文写作、议论文写作、任务型写作对思维品质的促

进作用、写作中运用可视化工具和写作中思维品质的测量问

题设计等角度。

③在听说教学中培养思维品质总发文 25 篇。听力教学

3 篇、听说教学 9 篇，且仅针对初中阶段，研究内容主要是

提出促进思维品质发展的教学设计或策略，也有少量利用课

堂提问、教材听说板块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文章。对话教学

13 篇，仅针对小学阶段，主要为教学设计或策略研究，也

有 1 篇运用教材插图激活学生思维的文章。

④基于语篇教学的思维品质培养共发文 16 篇，多研究

小学阶段，多为基于语篇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教学设计和

策略。

⑤在语法教学中培养思维品质仅发文 4 篇，且只有初

中阶段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是提出语法教学策略或设计从

而培养学生思维品质。

⑥上述各类型教学研究中均有结合高阶思维和问题设

计的研究，如在听说课中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和语篇教学中的

有效提问与高阶思维能力的发展。除此外，从中小学英语教

学过程整体去提出培养高阶思维或问题设计的策略的研究

也各有十几篇。

⑦教材角度关注较多的是如何通过教材插图培养小学

生的思维品质。除此外还有从高阶思维角度的校本教材设计

研究、利用不同版本教材板块信息促进思维品质发展，如教

材中的综合板块、project 教学、教材留白资源、隐性信息等。

⑧试题角度关注较多的是高考和地方性中考试题中的

阅读理解题型对思维品质的考查，书面表达题对思维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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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也有少许研究；其他视角有试卷的评讲模式、试卷的二

次利用也有少量研究。

⑨还有少数独特视角的研究，虽然发文量少，但具有

借鉴和创新意义，如比较中外思维品质的培养方法；如何利

用信息技术、微课、作业设计、课堂导入、项目式学习或通

过冲突问题培养学生思维品质；基于主题意义在单元整体教

学中思维品质的进阶培养策略；教学目标设定及落实与思维

品质的培养；教师话语对发展思维品质的影响等。

3�总结与启示

自 2017 年高中英语课程标准颁布以来，英语教学中学

生思维品质的培养受到了学界和一线教师前所未有的重视。

通过梳理 2017—2022 年国内中小学思维品质研究的 366 篇

核心期刊文献，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中小学英语教学中思维品质研究从年发文量来

看分为快速增长（2017—2019）和缓慢下降（2020—2022）

两个阶段。但 2022 义教课标的颁布注入了新的动力，预计

2022 年后思维品质培养研究会继续保持学界的研究热点。

第二，主要发文期刊包括《中小学外语教学》和《中小学英

语教学与研究》，在该领域研究中影响力较大，相关学术参

考价值较大，为教学实践提供借鉴。第三，该领域的研究热

点依次为中小学学生思维品质培养与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和

听说教学，各学者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和创新以上热点研究 [4]。

解析近六年的研究演进与热点，为未来中小学英语教

学中思维品质研究提供了明确方向和启示。第一，语法、听

说教学中思维品质培养的研究较少且集中在初中阶段，鉴于

语法和听说教学的重要性，如何在这些课型中培养学生的思

维品质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第二，从教材角度研究思维品

质培养的较少，为了将思维品质培养落实到日常英语教学

中，深挖思维品质在教材中的呈现、利用教材设计培养思维

品质的活动、创造思维品质培养的素材等都值得研究。第三，

如何测量和评价思维品质？开发测量工具、可操作性的表现

性评价、评价标准等目前仅有极少相关文献，值得进一步探

究。思维品质与试题相关研究方面，除阅读理解、书面表达

题外，试卷评讲模式或试卷二次利用如何体现或培养思维品

质等值得关注。第四，已有研究多从教师视角开展，以质性

研究为主。此外，论文还提供了一些研究少而新颖的角度，

为学界深化、创新思维品质的培养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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