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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大学外语教学中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现状
宋银娟

（青海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0）

习近平同志指出 :“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科技创新
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升，且在国际上颇有影响。国家间对于
科技、人才、经济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提高我国在国际上
的竞争力就务必需要创新，然而创造力的产生离不开批判性
思维。因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辨能力，成为我国高等教
育的核心目标之一。

近年来，外语界也愈来愈关注有关外语教学中创造性思
辨能力培养的研究。文秋芳 (2009)、黄源深（1998）、何其
莘（1999) 主要集中在英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然而对
于作为公共课的大学外语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
研究较少 [1][2][3]。

笔者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定义为背景，
希望通过实证研究对大学外语教学中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现状
进行探究，本研究使用教材分析、课堂观察、访谈的方法，主
要研究以下问题：

1）大学外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现
状如何？

2）大学外语教材对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现状如何？
3）大学外语教学中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现状背后的原因

及启示是什么？
研究设计：本研究采取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某高校非英

语专业大三的 9 堂英语课进行课堂观察，其中涉及 454 位学生
和 9 位教师。笔者依据李莉文（2011）对于思辨能力要素的归
纳：评价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推理能力和判断能力 [4]、
Paul  &  Elder（2006）对思辨能力的定义 [5] 以及 Bloom 的
认知层次论：知识、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 [6] ，设计
出课堂观察的量表，并将教师在课堂中所提的问题以及指示语
作为观察对象，具体化课堂中创造性思维培养情况，在得到教
师允许的情况下将课程录音并转写，作为课堂观察数据的支撑
材料。课堂观察后，随机抽取其中 10 位学生和 9 位老师进行
访谈，访谈的主要目的；从一线教师和学生们的视角，了解有
关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的情况和其潜在原因。此外，由于教材
是“教”与“学”的重要媒介，因此教材也作为本研究的主要
研究对象，探究如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笔者依据课堂
观察量表设计出教材分析图 1，把外语教材中的指示语和问题
作为具体分析的对象，量化教材对于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
情况。研究结果如下：

1、大学外语教学中教师对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
养现状

课堂观察的数据反映出，9 位外语教师在外语课中对于学
生创造性思辨能力不同要素的培养比例：从总体上看，外语教
师在外语课程中注重培养学生低认知层次能力，主要表现在“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创造性思辨能力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因此，作为必修课程的大学英语课，除了帮助学生

达到相应的英语水平外，同时承担着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的重任。本文通过用教材分析、课堂观察、访谈的方式，调查

研究大学外语教学中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现状，发现大学外语教学注重“记忆和理解”能力的培养，忽视学生思辨和创新意

识培养，因此作者针对课程模式、教材、教育理念、考试标准等，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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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理解”层次占绝大多数比例，尤其是知识，最高达
81%。然而对于学生的思辨能力较忽视，尤其是推理能力几乎
为零。也就是说，教师在课程中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培养学
生对内容的记忆、背诵、翻译、复述能力，而忽视激发学生的
独立思考、创新意识、思辨能力。

2、大学外语教材对学生创新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情况

图 1 反应出两本教材都注重对于“知识”和“理解”能力
的培养，其中教材对于“记忆”能力培养高达 46% 和 37%，
也就意味着教材本身十分重视目的语知识层面的培养，如短
语、词汇、语法结构、句子的背诵。值得庆幸的是，教材并未
忽视对于学生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能力的培养。尤其是每
个 reading comprehension 之后，教材编写者都涉及了判断
环节，其有利于学生对于阅读材料有意识的辨别和思考，避免
学生照搬阅读材料所给的态度和观点。然而，两本教材对于评
价能力的培养占比为 0%。也就是说，作为培养学生认知层次
和思辨能力重要媒介的课本，将大量的精力集中在引导学生原
封不动的输入知识，而缺少对课本内容甄别、区分、概括、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能力的培养。从教材的角度来看，虽然教材
本身涉及对于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的环节，然而微乎其微，
远未实现大学外语教材促进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目标。

图 1 大学外语教材对学生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情况

3、教师和学生谈大学外语教学对创造性思辨能力培
养现状及原因

笔者对 9 位授课教师和 10 名学生进行访谈结果如下：
教师和学生基本都认为作为大学外语的必修课，应多集

中在对于目的语的吸收、模仿、内化等低认知层次的能力的
培养，而不太重视对于独立思考能力、创新意识、分析判断
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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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者谈到，“轻思辨能力培养、重目的语记忆”背后的
原因如下：

课本作为教与学的重要媒介，很少涉及有关学生创造性思
辨能力培养，因此对于学生批判性思维以及高认知层次的培养
带来挑战。

教师常照搬课本内容，表现为教师本身在课程设计中缺少
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亦习惯了权威身份，忽视对于学生
差异性的尊重，且阻碍学生勇于发声的信心。

考试的负面反拨作用，即考试的标准是“背到即得到”，
80% 的考试内容为课本内容，如翻译句子、词汇。因此，外语
课堂的大量精力和时间付诸于课文、单词、句子的死记硬背和
照搬，并未从更广的层面上去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勇于探索的能力。

此外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学生习惯了“满堂灌、重输入、
轻输出”的课堂模式，即便有思辨的苗头，也常被扼杀在摇篮里，
不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4、结语及启示

从以上调查研究中可以看出，大学外语教学存在着忽视和
淡化创造性思辨能力培养的问题。然而，批判思维、独立思考、
创新意识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能力，作为必修课的大学外语课
应该肩负起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任，而不是不加甄别、思考，
将目的语的意识形态、文化等囫囵吞枣得照搬。

通过本研究，笔者针对大学外语教学中学生创造性思辨能
力的培养，提出以下几点启示：

教材编写者应重视学生各认知层次的培养：知识、理解、
应用、分析、综合、评价，不可偏颇。除此外，可设立专门的
创造性思辨专栏，在接触目的语过程中，形成思辩和创新意识。
如果作为教学媒介的教材，开始重视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
教师和学生在意识和行动层面的创造性思辨能力亦会被强烈激
发。

教师更新教育观念，形成“启发式”课堂，尊重和鼓励学
生的差异性。尤其是课程设计部分，需倾注大量精力和时间，
引导和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敢于发表见解和辩论，打破“唯一
标准答案”的课堂模式，并营造和谐、友好的课堂氛围，消除
学生对“权威”的惧怕，从而敢于有自我的独到见解。

考试出题者应该意识到考试的反拨作用对于“教”与“学”
的重要影响。在设计考题时，内容不只局限在记忆层面的考查，
应将评价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能力、推理能力和判断能力计
入考查范围。题型不局限在客观题，可设立开放题型，考查创
造性思辨能力。另外，形成性评价也可纳入课程评价体系，注
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塑造其独立思考、批判、创新等能力。

学生作为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应该意识到思辨能力是作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必备的能力。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今，不能
随波逐流，被淹没在来自各媒体的信息海浪中。不论在外语课，
或者其他场合，都需要保持清醒的独立思考能力，不盲从权威
和教材。

总之，创造性思辨能力的培养需要得到广大外语教学工作
者的重视，体现在平时外语教学过程的点点滴滴。希望通过我
们的不懈努力，将学生培养为拥有思辨能力、创新意识的人才，
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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