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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思辨性写作教学策略
黄　萌

重庆市育才中学校　400000

摘　要：思辨就是有思考、有分辨，要全面的看待问题，多角度的展开分析，理清原因与和结果、现象和本质、直观和客观

等之间的关系，而“思辨性作文”则是对生活、自身、人性、现实、历史等方面所思与所辨的作文。基于核心素养培养的要

求下，在高中语文作文教学中，教师需加强“思辨性作文”写作教学的指导，着重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与思维能力，有效提

升他们思辨性作文的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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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中心，以语文课堂

教育为途径，为达成有效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目的而努力。

而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重中之重就是提高学生的写作

能力。写作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还能培养学生对写

作主题的解读能力、发现和批判社会现象的能力以及逻辑表

达能力。它使学生从一个全面的角度去探究题目所包含的内

容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思辨能力的形成对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辨性思维的意义

（一）思辨性写作的意义

在哲学中，“思辨”是指运用逻辑推理的纯理论、纯概念

思维。所谓思辨，就是思考和辨别。我们应该全面地看待问

题，多方位多角度地进行分析。遍阅近几年的高考语文试卷，

话题作文独揽了高考作文的半壁江山。高考作文命题颇具思

辨性，要想把这种思辨性作文写好，就离不开一定的思辨能

力和思想文化积淀。

（二）思辨性思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2017 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高中语文

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

提升、审美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作文作为学生思想文

学性表达的方式，一直是高中语文教学中难啃的“硬骨头”；

再加上作文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占有大额分值，从一定程度上

来看，作文已经成为衡量学生语文能力的标尺。发展的步伐

永不停歇，在发展的洪流中，教育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传统的教学理念受到冲击，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时代的作

文教学。在新的教育环境中，教师应该在语文核心素养的指

导下进行高中作文教学，改变传统守旧的教学观念。

二、当前高中作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忽视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

作为衡量学生语文能力的标尺，作文在语文考试中一直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近几年，高考作文的命题方向

越来越趋向于对学生思维能力的考查。但在实际的作文教学

过程中，教师陈旧的教育理念还没来得及改变，教师仍旧将

教学重点放在如何写“套路作文”的应试技能教学上。这种

教育理念要求学生按照固定的模板套写作文，只注重文章结

构的教学，忽视了写作内容的指导，进而导致学生作文结构

僵硬死板，内容千篇一律，逻辑紊乱。

（二）学生缺少用思辨思维看待素材的能力

学生没有一双能够发现日常生活美的眼睛，不会运用思

辨思维观察生活，不能诗意地运用积累的素材。在写作过程

中，他们不善于写生活中有意义的事物，过于依赖历史人物

事迹和名人名言的堆砌，导致文章内容枯燥无味，思维紊乱

不通。学生写作时对于材料的引用缺乏新意，屈原跳了无数

次江，李白醉了无数次酒，杜甫永远在病榻上忧国忧民……

学生陷入了误区，认为文学经典的简单堆积就是文学经典的

巧用，引用的例子越多，文章就写得越好。

（三）教师的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思辨性写作的重要性，大多数高中语文教师都没有

意识到，教师依旧使用以前传统的教学方式，缺乏系统的教

学计划，缺乏科学化思辨写作的教授方法。大多数教师还使

用着传统的教育横式，把知识讲解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没有主动地思考，大

量“套路”作文的练习导致学生的作文内容空泛苍白，没有

文学内涵。

三、核心素养背景下高中语文思辨性写作教学策略

（一）深入发掘教材元素，培养学生思辨性思维

从本质视角来看，在高中语文写作教学中，要想帮助学

生写好“思辨性作文”，首先需培养他们的思辨性思维，而质

疑精神则属于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因素。因此，高中语文教师

在平常教学中应该以教学内容与目标为导向，深入发掘教材

中蕴含的“思辨性”素材，结合具体课文制定教学规划，设

置一些问题当作引线，指导学生质疑和探讨，使其认真分析

与评价，为思辨性思维的培养提供更多助力与支持，帮助他

们务实好写作“思辨性作文”的基础。

例如，在《拿来主义》教学中，本文文体偏重于论说性，

教师可从议论文文体角度讲解这篇课文，除指导学生认知层

面的汉语知识与主题思想以外，还需深度发掘篇章中蕴含的

思辨性材料，借此培养他们的思辨性思维，为其进行思辨性

写作做准备。这时教师可以设置以下问题：除拿来主义之外，

还有哪些主义？这些主义各有怎样的危害？鲁迅先生为将送

去主义论述清楚，都提到哪些人？作者运用哪些方法论证观

点？指导学生认真寻找和研究文中所提到的几种主义及危害，

分析论证方法，活化他们的思维。之后，教师讲述：眼下对

待外国的节日、影视作品等文化，大家应该怎么做？组织学

生结合课文主题与个人认知进行思辨，锻炼他们的思维。

（二）合理安排作文布局，发挥思辨性思维能力

针对高中语文“思辨性作文”教学而言，为突出学生写

作的思辨性，就需引领他们在写作之前从比较综合、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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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展开思考、分析和探讨，使其努力做到不盲目跟从、不

刻板传统、不狭隘、不偏颇，由此合理安排整篇作文的结构

与布局。具体来说，高中语文教师在“思辨性作文”教学中

应先明确写作主题、方向与任务，再引领学生极力发挥个人

思辨性思维展开深层次的思考，使其安排好整篇作文的布局

和结构，让他们写出质量更佳的作文。

例如，在实施《善待生命学习论证》教学时，主要目标

是明确议论文的形式：并列式、递进式、正反对比式，掌握

例证法、引证法、喻证法、对比法四种常见的论证方法，侧

重于训练学生的说理能力，让他们在作文中所说的道理更加

令人信服。在具体的写作环节，教师可提示学生从以下几个

视角切入安排文章的布局：其一，整体和局部，不仅要站在

宏观角度展开思考，还需有针对性的、特定的论证；其二，

内部和外部，要从原生、原本、内在等视角思考，并从易于

变化、后天、外在等视角探讨；其三，过去和现在，就是既

要回头看，基于历史视角进行思考，还要向未来看，把目光

聚集在眼下的同时面向未来，促使他们写出的作文更为科学

性与有理性。

（三）多个角度递进思考，提高思辨性作文深度

对于任何教育阶段的语文作文教学来说，不仅要注重作

文的整体布局与结构安排，还需关注内容的表达，一方面确

保作文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应有自身特色，写出属于自己独

特风格的作文。具体到高中语文“思辨性作文”教学中而言，

教师应当指引学生针对问题进行多个角度的思考与分析，使

其通过不断思考与讨论提出更高、更深的见解，从而对写作

主题层层深入的剖析，且有理有据的分析、说明和论证，逐

步提高他们写作思辨性作文的深度。

在这里，以《确立自信学习反驳》教学为例，教师先简

单介绍反驳型议论文的基本特点，一般是先指出对方错误的

实质，或直接反驳（驳论点），也可间接反驳（驳论据，驳论

证），继而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加以论证；基本模式

是树立靶子——分析批驳——得出结论。接着，教师讲述战

国时期孙膑与庞涓的故事，要求学生结合材料写一篇驳论文

的话，使其认真思考能够反驳什么？引导他们仔细分析、深

入思考，得出材料中包含着“好集体不会埋没人才”的观点，

所以，要反驳是“人才与环境没有关系”的错误论点。如此，

教师指导学生学习驳论文的基本结构、方法与技巧，使其通

过多个角度的递进思考确定自信，从而增加思辨性作文的

深度。

四、结语

总之，高中生正处于思维能力与辨析能力发展的关键时

期，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是思辨性写作教学中的中流砥柱。

虽然成功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在实际教学中还是需要努力寻

找“捷径”，帮助学生增强写作水平。这需要教师改变传统的

作文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好课本教材，从教材分析开始，让

学生从古今中外经典文章的字里行间感受思辨的魅力，拓展

阅读的深度和宽度，丰富学生的素材积淀，培养思辨的习惯。

同时，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事物间的

联系，学会辩证地分析材料，锻炼理性思辨的能力。除此之

外，具体问题还需具体分析。只有教师真正做到以核心素养

为导向方针开展作文教学，才能达到课标目的，增强学生的

文学表达能力，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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