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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下论述类文本的思辨性阅读教学研究
尹长法

（长葛市第二高级中学，河南 长葛 461500）

摘要：“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学习任务，它是高中生语文四大核心素养中“思维

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内容，“思维的批判性”和“思辨性”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核心，“思辨性阅读”或可成为打开阅读教学新局面的突破口，

本文以论述类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高中生在论述类文本学习中的现状，分析学生阅读中产生的思维偏差，进而形成核心素养下高

中生论述类文本的阅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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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性阅读与表达”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提

出的一项重要学习任务，它是高中生语文四大核心素养中的“思

维发展与提升”的重要内容，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点就在于思维，

人如果没有了思维，就跟动物没什么两样，“思维的批判性”和“思

辨性”是语文阅读教学的核心，“思辨性阅读”或可成为打开阅

读教学新局面的突破口，阅读教学包括论述类文本、文学类文本、

实用类文本等形式，笔者今天以论述类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调

查高中生在论述类文本的学习中的现状，分析学生阅读中产生的

思维偏差，进而形成核心素养下高中生论述类文本的阅读策略。

一、思辨性阅读和论述类文本的内涵

“思辨性阅读”就是通过对文本的阅读、思考、辨析以达到

批判地阅读文本的目的。教师要带领学生深入研讨文本，引导学

生从理性的角度对文本内容进行质疑、求异、发散和联想，发表

独立的思考和见解，形成自己对文本的全面理解。

论述类文本又叫论述文、议论文，大体有政论文、学术论文、

时评文等形式。它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运用概念、判断、

推理等逻辑思维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论述类文本一般具备论点、

论据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既可以立论，也可以驳论。既可以正

面阐述见解主张，也可以通过批驳别人的错误观点来阐述自己的

正确观点。

论述类文本是目前高考语文必考内容之一，具有逻辑性强、

针对性强、理论性强、思想性强等特点，侧重考查考生对文本的

解读、分析和思考辨析能力，是“思辨性阅读”教学的重要载体，

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古典文献能力的基础。部编本高中语文教材必

修上下两册就选编了《劝学》《师说》《反对党八股（节选）》《拿

来主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齐桓晋文之事》《庖丁解牛》

《烛之武退秦师》《鸿门宴》《谏太宗十思疏》《答司马谏议书》《阿

房宫赋》《六国论》十三篇课文和《乡土中国》整本书阅读单元，

篇目之多，内容齐全。其形式多样，包括说理议论文、赋体议论文、

叙事议论文、陈述议论文、书信驳论文、赋体议论文、时政议论文、

杂文、政论文等。说明我国目前对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高度重视。

二、高中生对论述类文本的思辨性阅读现状

教师要充分了解高中生的阅读现状，尤其是论述类文本的思

辨性阅读现状，由表及里，层层剖析，研究对策。

目前高中生对论述类文本的思辨性阅读现状如何呢？我们先

来看一组数据：

本次采用部分样本的抽样调查形式，调查的对象为省示范性

高中——长葛市第二高级中学的三个年级学生。长葛二高师资队

伍强大，教学业务能力强，学生的学习基础中等在全市属于 B 类，

学习能力普遍较强。笔者抽查了高一年级的 4 个班级，高二年级

3 个班，高三年级 2 个班共 380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分析，

从样本分析中，我发现论述类文本思辨性阅读教学存在以下

现象，概括起来大体分为教师和学生两个层面。

（一）教师层面

有 39.8% 的学生认为在论述类文本的教学时，教师总是以内

容多、课时紧为理由直接告知问题答案，不加以讲评，不会深入

分析；有 38.64% 的学生认为教师直接跳过论述类文本单元，通过

大量做题来让学生理解课文，以练代讲。笔者也理解这些老师的

做法，练题多了也会提高成绩，但我认为那是事倍功半的做法，

在课堂上，教师如果能教会学生思维的方法，由文本的一个典型

问题生发开去，寻找答题路径，岂不更快捷，更高效。从问卷中，

有 18.25% 的学生觉得自己也不太清楚教师目前的教学方式对于他

们学习论述类文本是否有帮助，而认为教师的教学方式对于他们

论述类文本的学习有些许帮助的分别占 12.18 。这也可看出学生

对论述类文本的课堂教学不够重视。

对于论述类文本的阅读教学，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现象呢？究

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教师对论述类文本重视不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教

材主编的编写意图，更没有认识到论述类文本对提高学生理性思

维、批判性思维、思辨性思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有待提高。课前备课预设问题是

必要的，能够针对文本预设有价值的问题，预设出学生的准确回答，

这样教师在课堂上便可以灵活处理教材，达到有备无患。但是很

多教师怕学生课堂上提问题而不敢放手的做法，就不得不反思了。

第三，教师的教学方法不能适应新时代青年学生活跃的思维，

太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忽略了课堂的主体是学生。课堂是学生

的课堂，学生才是主角。课堂上不应是文本的各种问题都是教师

提出，而应是鼓励学生大胆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发明千千万，

起点在一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能提出问题就等于解

决问题的一半。然而目前的语文课堂依旧是教师讲的滔滔不绝，

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受到了拘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思维

力的发展。

（二）学生层面

多数学生对于如何阅读论述类文本的存在一定的困惑， 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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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认为学习论述类文本最大的困难是理解论述类文本的相关

概念和新发明、新创造的术语，69.81% 的学生认为学习论述类文

本就是为了做题、为了应试，对文本的内容和教师的见解很少质疑。 

33.9% 的学生根本不清楚学习论述类文本会提高自己的思辨性阅

读能力。 

三、论述类文本思辨性阅读的教学策略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了目前高中生论述类文本思辨性阅

读的种种不良现象和形成原因，那么，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如何

实施论述类文本的思辨性阅读呢？笔者根据三十多年的教学体会，

归纳为以下几点：宏观把握，整体感知；微观探析，概念辨析；

以学定教，设疑激辩；拓展延伸，能力提升；总结规律，读写结合。

（一）宏观把握，整体感知

宏观把握文本的脉络是阅读各类文章的第一步，阅读整本书

更是如此，比如《乡土中国》《红楼梦》整本书阅读，如果不首

先阅读开始的目录或者回目，就直接进入单篇阅读，很可能读的

一头雾水，如果把书前面的回目读懂了，理解了人物关系图，那

么在接下来的阅读中，你就会阅读越明白。“思辨性阅读”也强

调对文本的宏观把握。阅读文本时，首先引导学生整体感知文本

的核心观点，明确作者针对什么问题或什么学术理论提出了什么

主张。再分析作者是如何一步步阐明自己观点的，进而理清文本

论证思路和层次。并明确分析在论证中采用了哪些论证方法，理

清论据与论点、论据之间、分论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

教师引导学生画出文本的思维导图，运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清文本论证结构。比如在教学《拿来主义》一文时，首先让

学生快速通读课文，找出作者的核心观点，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

要用拿来主义。其次，让学生明确文章的论证思路，全文从揭示

“闭关主义”和“送去主义”开始，由此引出“送去主义”的危害，

在辩驳中又论证了“送来主义”，并且说明“送来主义”同样具

有危害，最后得出断言，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拿来主义”， 先破

后立、破立结合，形成对比，论证严密。正因为“闭关主义、送

去主义、送来主义”行不通，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甚至导致误国

亡国，所以要拿来。

（二）微观探析，概念辨析

整体把握文本的结构思路后，初步感知了文本内容，文本的

内容不是单一的，文本的形式结构是表象，是文本内容的载体，

论述类文本中作者所论述的往往是具有时代色彩的新内容、新观

点、新名词、新概念术语，我们并不能只是弄清文本的表象问题，

而是深入文本中探究文本深处更深层次的东西。对于概念的辨析

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的关键所在。在阅读《拿来主义》时，我们

要在理解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辨析“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

来主义”“拿来主义”等概念，还要弄清作者提到了几个喻体，

分别是大宅子、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列出稳重的

设喻、含义、所证道理，分析喻证特点。学生明白了这些后，才

能深入理解文本内容，所以在实施文本解读时必须先弄清概念术

语，这是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此外，文本中的时间词、表示事

物逻辑关系的关联词、对说明新知识、新发现、新理论的形成、

发展过程及作用有重要意义的修饰语、限制语，指代词、过渡词

都要细加辨析，从而弄清词与词、句与句、段与段的各种逻辑关系，

进而准确理解文本内容和作者的写作目的。

（三）以学定教，设疑激辩

前面在调查问卷中已经发现，在实施论述类文本的阅读教学

时，有的教师常常是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

地把自己课前预设的问题全抛给学生，可谓“以教定学”，重预

设轻生成，完全不考虑学生的理解能力，限制学生思维的发展。

这里我要谈的是，思辨性课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所谓思辨

性课堂就是需要教师在课前进行备课时，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

况，依照学情、校情、班情设计教学案，充分从学生的角度考虑，

尽可能地以学生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教学，要随着课堂教学的深入，

随时变换课堂教学步骤和节奏，于无疑处不讲，有疑处精讲、细

讲，想方设法鼓励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质疑探究解决问题，可以

是同桌提问互答，也可以同小组提问，互相讨论作答，不拘一格，

构建民主和谐激情思辨的课堂。

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世界上只

有两种力量，一种叫教育，一种叫辩论。”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

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特别注重因材施教，将自己的

见解分享出来和大家共同辩论，在他的课堂上，子路、曾皙、冉求、

公西华等诸位学生和老师交流时畅所欲言，有时讨论问题气氛和

谐融洽，有时质疑辩难，常常让夫子哑口无言，甚至面红耳赤，

有时向夫子提出自己的疑问，对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

作为教师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好好学习夫子的课堂艺术，让自己的

课堂碰撞出激情思辨的火花吗？

作为教师，我们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来自学生

的声音，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启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要善于发

现学生在课堂上提出的有价值的观点，并把这个问题在课堂上与

同学分享，与同学辩论。教师要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对学

生的看法给予及时鼓励、评价并加以恰当引导。通过小组讨论、

即兴演讲和辩论赛等多种形式，让学生深度学习文本，通过设疑

激辩，质疑批判，让学生对问题的不同理解在交流中碰撞，培养

学生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增强学生思维的逻辑性，

提升学生的理性思维，让批判性思维在课堂上充熠熠闪光。

在教学《拿来主义》时，由于本文比喻论证很突出，通常大

家都知道，比喻论证可以化抽象为具体，化艰深为浅显，化枯燥

为生动，即形象突出又耐人寻味，使读者为之折服。以小见大，

幽默含蓄，锋芒毕露。当我给学生讲到这里时，忽然站起来一位

学生，声音很洪亮，老师，我不赞成你的观点，当时的一脸蒙圈，

不知所措，因为这是课前备课时根本没有预料到的问题，此时我

急中生智，脸色由微红变得稍微坦然，深呼吸了一下，接着说，

这位同学很聪明，你能发表一下你的看法吗？这位同学很机智，

面带微笑地说，“老师，刚才你讲的比喻论证的好处我不否认，

但我认为本文的喻证在形象生动之余有指代不明的弊端，内涵模

糊导致逻辑纰漏，你如何看？”我没有直接回答，批判性思维的

好机会来了，我让同学分组激情思辨，最后在这位同学的回答中

得出答案，“大宅子”所喻不明确，模糊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

概念，使原本针对“外来文化”的矛头，转向了“文化遗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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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讲，这个比喻不成功，“拿来主义”包括对待中外文化两

方面的内容，文章对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分别论证，类似互文见

义，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遗产。总之，

文章过于追求形象化和语言的通俗化形成了堆砌喻证与事例。这

个激情思辨的成功案例，坚信了我对课堂上有效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的认识。

《2017 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

语言文字作品，探究和发现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形成自己对语

言和文学的认识。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理性的、反思性思维，它可

以通过对问题的质疑思辨形成有价值的东西。它是思维的发展与

提升的重要手段，语文教学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可有效发展思维品

质，提升思辨性思维能力。诸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和

秦王谁是理亏者？《归去来兮辞》中有人认为“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包含悲观消极思想，你的看法如何，结合全篇

进行探讨。《雷雨》中周朴园的性格是“伪善”“愧疚”还是人

性的善良？《边城》中的翠翠是湘西纯情的人性美还是不守本分？

《荆轲刺秦王》中荆轲是舍生忘死，扶危济困还是想用行刺手段

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他是真英雄吗？学生对这些问题展开思辨探

讨，有效的培养和提升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四）拓展延伸，能力提升

知识迁移是培养能力必不可少的环节。除课文以外，教师可

着眼于名家篇目和历年高考真题选文，广泛寻找优质文本，让学

生进行拓展对比阅读，引导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让思维发

散开来，让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技能，进行联想、想象、迁移，

从而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强化思维能力的运用。

里尔克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一切认知皆是事后的领悟。通

过拓展阅读来深化思辨，这是语文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步骤，教师

加强对学生知识迁移能力的训练与培养，有助于深化思辨性阅读

教学，也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拿来主义》教学我设计了两个拓展题 1、眼下对待外国的

节日、影视作品等文化，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2、谈学习之道。现

代社会“拿来主义”又有什么新的内涵，试举一例说明“拿来主义”

在个人学习、生活的运用。针对第 1 题中的问题，首先让学生联

系文本中的“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来主义”“拿来主义”

几个基本概念，让学生思维发散， 对“外国节日”“外国影视作品”

的范畴进行界定，然后进行辩论，一个学生说道：首先，我们要

继承、发扬我们我国的传统文化。其次，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前提下，

我们应该要采取一种正确的方法去对待外来文化，不能走极端，

既不能一概吸收，也不能一概否定。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吸收。也可以展开来谈唐朝崇尚胡风，却成就了大唐盛世。

佛教从天竺传来，却在中国兴盛。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一面，

我们要学习要改进，古代妇女没有地位，如今“人人生而平等”，

像这样先进的思想，我们也要学习。

（五）总结规律，读写结合

关于思辨性写作，《普通高中课程标准 2017》是这样进行表

述的：“学习表达和阐发自己的观点，力求立论正确，语言准确，

论据恰当，讲求逻辑。学习多角度思考问题。学习反驳，能够做

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这几句话从文本写作的论点、语言、

论据、论证等方面规定了议论文写作的标准要求。

叶圣陶先生有这样一句名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

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阅读与写作是不可分割的。学生通过论

述类文本的学习，可以了解论述的结构、论述方式、论据的选用、

论证方法的使用以及论证语言的特点。议论文写作最重要的就是

正确解读题意，在议论文写作时，有的学生无法对给出的材料进

行恰如其分的解读，导致观点出现偏差，造成写作分不高的结果。

这需要教师教给学生思辨性的表达与交流的方法，教师可以在论

述类文本阅读教学时可以挑选具有思辨意味的句子，与学生一起

分析其中的深刻含意，日积月累，反复强化，搜集巧妇下锅之米，

加以练习，在面对议论文写作材料时才会得心应手、从容不迫。

在学习《鸿门宴》时，抽取出樊哙的“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

小让”一句和《史记》中陆贾的“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

维之事”进行比较讨论，写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把学生在课堂

上学到的论述类文本作为写作素材，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写作中，

这样学生也可以避免在写作时无事可写、无物可写的尴尬境遇。

如在学完《劝学》后让学生围绕“成功是否需要善假于物”来写，

这样学生有了课堂上的学习和积累，写起文章得心应手。2014 年

高考作文“山羊过独木桥”、2015 年高考作文“女儿举报父亲高

速公路上驾驶车辆接打电话”、2021 年高考作文“体育之效”、

2022 年长郡中学模考“善言与敢言”都体现了很强的思辨性二元

对立或多元思辨是思辨性作文的主要形式。高考作文评分标准中

的发展等级这样表述，“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意”，其中

的“深刻”就是指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问题产生的原因，观点

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运用实践认识、内因外因、量变质变、发

展变化、局部整体等基本的哲学原理去看世界、辨事理，进而培

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总之，论述类文本的思辨性教学既是“思辨性阅读能力”探

究的开始，也从内容、手法、结构等方面为高考作文思辨性写作

提供了源头活水，如何能让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更加充满思辨色

彩，更加有效的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吾将上下而求索”，探

索出思辨性读写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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