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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辨指的是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能够进行思辨阅读的读者，可以清晰、有效、公正的获取文本信息。本文拟

对大学英语阅读文本作思辨设计，尝试探讨如何通过大学英语阅读教学，培养具有思辨能力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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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含义

思辨指的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指的是一

种洞察、辨别和判断的能力。《礼记 中庸》中就提到“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批判性思维指

的是“发展和完善人们的世界观并把它高质量地应用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的思维能力，是一种能够提出恰当的问题和做出

合理论证的能力”（谷振诣，刘壮虎，2020：2）.批判性思

维最开始指的是一种反思思维；即个体在学习和思考的过程

中进行反思的能力。后逐渐演变成一种逻辑推理能力，也就

是个体能对某个观点和问题进行正确判断的能力。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批判性思维能力成了一种高级思维能力，学习

者在工作和学习中面对问题时，能够提出恰当的问题并作出

合理的论证；能够澄清混乱的思维，思考问题有条理；能清

楚、准确地使用概念和言语；能够围绕手中的问题进行思考；

在思考问题时诉诸逻辑推理而不是情感心理，保证思维的相

关性；能够做到思维和逻辑前后一致性，避免陷入自相矛盾；

观点同时要具有正当性和预见性（谷振诣，刘壮虎：2020）。

2 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外语学科相关研究

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外语学科的相关研究在近几年得到

极大的关注。杨艳霞和任静生（2016）梳理了近十五年国内

外语界的批判性思维研究，指出课程教学研究需要教师开展

基于教学案例的思考；当前相关研究中给出批判性思维培养

融入教学的具体操作文案较少；研究对象多为英语专业学

生；需要拓展到其他专业（比如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或者面向

中小学生）。谷振诣和刘壮虎龚茁和柴改英（2015）通过考

察中国学的外语思维方式、外语思维能力和外语思维发展途

径，指出研究焦点在写作、口语、翻译等语言实践方面；也

指出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外语思维训练和发展需要进一步细

化文本选择。本文拟对非英语专业英语阅读教学中的文本选

择和文本设计作案例分析，通过深层次文本理解，促进学生

阅读思辨能力的发展，通过教材提供具体的文本阅读案例,

培养学生的发现技能。

3 大学英语思辨阅读文本设计

本文使用《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一册第四单

元课文 A：Heroes among us）作文本设计，来探讨如何将文

本阅读和跨文化思辨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该文章要求学生

能作精读，精读需要读者能提取并内化文本隐含的重要意

义。精读一篇文章的重要方式是分析作者的相关推理部分。

教师可以引导学习使用自己的认知标准来评估文章的推理。

基于 Richard Paul 和 Linda Elder（2021）提供的模板，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进行如下的思辨性阅读：1. 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

是什么。学生需要尽可能准确陈述作者的意图。作者想要达

到什么目标？2. 作者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学生需要找

出作者在写该文章时心中所想的关键问题。文章中提到的关

键问题是什么？3. 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信息。学生需要识别作

者用以支撑其主要论点的关键信息，寻找作者用来支持它的

结论的事实、经验或数据。4. 这篇文章的主要推论是什么。

学生需要确定作者得出的最重要的文章结论。5. 在这篇文章

中学生需要理解的关键概念是什么。通过提出这些概念，作

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要找出这些信息，学生需要问自

己：想要了解作者的推理过程，需要了解作者哪些做重要的

想法？简要阐述作者的这些想法。6. 作者推理的主要假设是

什么。作者认为什么是理所应当的？这些理所应当的推理作

为一般结论出现，作者认为不必在文章的上下文为之辩护，

这些假设通常是不成文的。这也是作者逻辑思考的开始。7.

如果学生认真对待这种推理，其影响是什么。（如果学生认

真对待了作者的推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包括作者表述出

来以及没有表述出来的影响。）如果学生维能认真对待这种

推理，其影响是什么。如果学生忽视了作者的推理，可能会

带来什么后果？8. 本文的主要视角是什么。学生需要回答的

问题包括：作者在针对什么？作者是怎么看的？

通过阅读和讨论和，学生可能会得出如下的思考：这篇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我们身边的英雄。作者要讨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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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谁是当今的英雄？这个问题作者给出的推论是：“在

一个英雄主义发扬光大的时代，“英雄”一词已经变得更加

常见。我们把各种困难和悲剧的受害者和幸存者都称为“英

雄”。作者要讨论的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身边哪些人是

英雄呢？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信息是第这些都是平民英雄。他

们在特别危机的情况下，本能得做出勇敢而高尚的举动（第

四段）。在过去，“英雄”一次仅限于称呼那些做出超乎职

责范围的特别英勇的行为的人们（第七段）。但是今天，我

们的英雄是平凡的男男女女，他们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

“平民英雄”，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第八段）。这篇文

章的主要推论是：平凡的人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不管是

履行职责，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第十三段）。在这篇文章中

学生需要理解的关键概念是：我们身边的英雄。通过这个概

念，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我们向消防员、警察和普通平民致

敬，赞扬其大无畏的精神。通过缅怀他们，我们可以从中得

到鼓舞。作者思考的主要假设就是：英雄除了是特别英勇，

特别伟大的领袖；英雄也可以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应急人

员。如果学生赞同这个推理，就会在文末作者提出“我们会

当英雄吗？”这个问题是，当有情况召唤我们的时候，愿意

挺身而出，帮助或者拯救需要的人；如果学生未能认真对待

这个推论，会觉得只有伟人或做出巨大贡献的人才能是英

雄；这样可能会然英雄精神远离或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学

生最后还需要理解作者的视角：作者把自己视为平凡人中的

一员，普通人中的一员；愿意为有困难的人挺身而出，视自

己为普通人也是英雄中的一员。学生会反思自己对英雄和英

雄行为的判断。

4 小结

思辨性阅读训练通过八个维度锻炼了批判性思维的八

个基本要素：目的、焦点问题、信息、阐释与推论、概念、

假设、影响与结果、视角。通过深层次文本理解，促进学生

阅读思辨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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