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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研究 
◆张群秀 

（天津泰达实验学校  300457） 

 
当下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在语文教

学中，我们要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审视作品，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和质疑探究的习惯，提升学生思维的批判性、严密性和深刻
性，这对促进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学生独
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也是大有裨益的。提升语文核心素养意义重
大，天地广阔，语文老师大有可为。那么，在小学语文课堂上，
我们应该如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呢？  

一、在汇报中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古人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儿童的质疑能力不容

忽视。 
记得在唱歌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时，同学们说老师

现在已经见不到一分钱了，为什么还要唱这首歌呢？如果马路上
没有警察叔叔，怎么办呢？如果打车送到警察局花了超过一分
钱，岂不是赔了?想想还真是有一定道理。童言无忌，童心无拘，
他们的思维、想象能力让我们敬畏，更需要我们的呵护。  

试想，我们的语文教学若是缺失了批判性思维，学生的学习
只是在简单的给予与接受中重复是多么可怕的事，这样的课堂又
如何能够承担起培养学生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的重任。我规
定在预习每一节新课时，都让孩子们标注出自己不理解的地方或
者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好问题，这一做法使得孩子们的预习积极
性大大提高，孩子们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其中有很多我们承认
都觉得很有道理的问题提，例如《那片绿绿的爬山虎》一课，初
读后学生们提出：这是一篇写人记事的文章，为什么以“那片绿
绿的爬山虎”来定题呢?再如：学习《普罗米修斯》时，有的同
学就提出：大力神并不能真正解救普罗米修斯，除非得到宙斯的
默许，否则还会被抓回来的。学习《中彩那天》时，很多同学都
认为不归还那部车子也无所谓，因为毕竟库伯先生很有钱，不在
乎这辆汽车，有的同学认为库伯不够意思，对朋友不够大度。后
来经过热烈的讨论，同学们终于明确了物质财富只能让人快乐一
时，而精神财富却可以带来永久的满足。 

由此可见，在教学中老师针对学生汇报的易出错的逻辑矛盾
和充满悖论性的问题进行精心设计，然后引导学生识别真伪，说
出正确的根据和错误的原因，就可有效地培养学生客观评价事物
的批判精神。 

二、在阅读中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  
辨析是阅读教学中提高学生思维水平和思维品质的有效方

法，也使学生的思维更具批判性。教学《自然之道》这篇课文时，
我引领学生与文本进行对话，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
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
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学完课文，我让同学们再回头读一读
向导最初说的那句话。“向导若无其事地答道:叼就叼去吧，自然
之道，就是这样的。”这句话看似普通却意味深长。 

“同学们，联系向导说的话，你有什么问题?向导明明知道
我们的想法会害了幼龟，还抱起那只幼龟朝大海走去。他这样做
你是赞同还是反对呢?正方“赞同”，反方“反对”。”请大家讨论。 

课堂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出现了争辩的场面，此时已不
需要我点名发言了。有的同学说:“我同意向导的做法，如果不
救小海龟，它就会被贼鸥吃掉，那是多么残忍的事啊!“;“我也
觉得向导的做法是对的，因为面对作者及同伴的焦急、责怪，不
能见死不救。”有的同学说:“向导做的不对，不能以牺牲那么多
幼龟的生命为代价来让人们觉醒，他完全可以解释给大家听。";
“也许他是个著名的生物学家向导，他怕我们回去以后和别人说
他见死不救、没有良心，所以做出了违背自然的事”。还有的同
学认为向导的做法既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真是“仁二
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此可见，在阅读教学中，老师针对学生易出错的逻辑矛盾
和充满悖论性的问题进行精心设计，然后引导学生识别真伪，说
出正确的根据和错误的原因，就可有效地培养学生客观评价事物
的批判精神。  

三、在合作中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记录在纸上的思想就如同某人留在沙上的脚印，我们也许

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但若想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了什么东西，就
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这番话很好地道
出了探究的重要价值。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在学习方式方面，能
主动地进行探究性学习，以便使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
索未知领域的过程。 

如我在教学《春》这一课时，我设计了这样的教学情境：请
同学们阅读课文，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内容，然后把这部分内容用
自己的方式独立或合作汇报一下。语言表达能力强的同学，可以
说一说，讲一讲；喜欢画画的同学，可以画一画春的美景；喜欢
搜集资料的同学，可以交流课前查找到的有关春的图片资料；喜
欢朗读的同学，可以尽情地读一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方法也可
以。二十分钟后，好几个学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收
获。有用语言绘声绘色描绘春花、春草的；有用画的方式描绘出
五幅图画的；有几名同学还到前面表演了孩子们的嬉戏；有两名
同学到前面用实物投影仪展示课前收集的图片和资料等。每个学
生的认知风格是不一样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不同的学习方式。
这样给了学生学习方法的自由选择，这是尊重认知风格和学习方
式的体现，为学生自主探究创造了条件，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探
究能力。这样的讨论过程，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特级教师于漪说：“教师应从学生思想感情、知识能力的实
际出发，运用文章精要之处，开启学生思维的窍门……”有时候，
教师要站在语文素养提升的高度，把握年段和教材特点，设置一
个主题或者专题让学生进行深层的探究。既可以让学生阅读同一
个作家的一系列作品，然后对这个作家的写作风格进行比较；也
可以就同一个主题、同一个类型的文章，对比不同作者的写作手
法……这些都有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四、在写作中培养学生的求新意识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倡言：“教育必须培育人的自我决定

能力，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
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没有经过脑力激荡，所有的道
理都不会真正进到心里。为此，教师要改变课堂中的“刺激变量”，
让学生能够形成自己的思考，而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如何让学生的写作具有创新性呢？如学生写《我的妈妈》，
基本上都是赞美妈妈是如何如何不辞辛劳地关心我，照顾我，然
后就是自己生病了，妈妈跑前跑后地悉心照料。这固然没错，但
缺乏个性，分不清是谁的妈妈。我对学生说，大家写的妈妈都一
个样，可我想看到与众不同的妈妈，你能否换个角度写出妈妈的
特别之处。学生再次回到生活中观察、思考，交上来的作文便有
百花争艳的感觉了：《逛街达人》《妈妈减肥记》《妈妈今年‘十
八’岁》《夸夸我们家的大厨》……“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妙
趣横生的语言让妈妈的不同形象跃然纸上。相信这样的训练多
了，久而久之，学生批判性的思维习惯就会养成，思维的品质也
会随之提高。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绝非朝夕之功，它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的渐进过程”，只要我们在日常的教学中一以贯之，循序渐进，
便一定会到达美丽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