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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

让学生经历真正的学习
□毕延威

前段时间，我到一所乡镇村小听了一
节校本课——“言语识字”。没想到，在这
门课上，教师采用一系列学生感兴趣的方
式，让学生的生活与知识产生连接，从而在
较短的时间认识了更多生字。

教师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识字资源，
让识记汉字发生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教师教学语言诙谐风趣，促使课堂妙趣横
生，将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让学生
觉得学知识其实就是过生活。教师“教”
的过程变成了学生“学”的过程，学生彼此
互相讲解，遵循一个理念——最好的学习
是给别人讲。

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往往运用固定的
教学模式，教师只能“被”教书，学生也处
于“被”学习的状态。由于“被”教书、“被”

工作，一些教师失去了教学热情，有了无
力感和职业倦怠。新课改要带给教师的
变化是：教师不仅是社会人，还应该是专
业人，需要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跟上职业需
要发展的步伐。

有人曾说：“请不要走在我的前面，因
为我不喜欢去跟随；请不要走在我的后
面，因为我不爱充领导；我只希望你与我
同行。”这句话也恰好表达了课堂教学过

程中师生的关系——不是一味地要求教
师 教 学 生 听 ，而 是 教 师 要 和 学 生 一 起

“做”。学生需要什么，教师就应该引领什
么；学生喜欢什么，教师就应该带领他们
亲历什么；学生心中蓄积了什么，教师就
有责任激发他们的生活积累，让他们学会
与同伴表达交流。村小教师“言语识字”
教学，他们的教是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经
历、共同享受的过程。

而现实中，有教师总是处心积虑地从
教学内容入手，把学生从生活状态中“抽
离”出来，让每一节课有明确的目标和具体
的学习任务。这样的做法我并不反对，然
而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只考虑教师的教，
还要考虑学生的学。新课改注重学的过
程，这就需要学生有一个“物我交融”的心
理状态和体验过程。

要想达到这样的状态，需要教师营造

一种情境。教师要淡化知识教学的痕迹，
将学习的过程“融解”在学生的实践经历之
中，“言语识字”的教学，正是达到了“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当然，这样的教学效果，对教师的要求
很高。它需要教师精心备课，能轻松地从

“预设”走向“生成”，而不是以知识教学为
目标。知识教学目标的教条化，往往会僵
化教师对课堂教学目标的诠释。

总之，学的过程必须是学生“经历”的
过程，而不是教师“传授”的过程。这就需
要教师准确把握学生的兴趣点和兴奋点，
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进行实践、体验
和想象，从而达到主动建构知识的目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罗山县教育体育
局教研室）

有人说，推进批判性思维培养存在
一些困境。但严格来说，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并没有遭遇困境。因为遭遇困境的意思
是，原来好好的东西后来走着走着陷入不
太好的境地。批判性思维在西方教育体系
早就成为课程体系中最重要内容之一，在
中国似乎才刚刚起步，所以我们面临的其
实不是困境，而是阻碍它起步和上路的因
素。推动批判性思维教育，在于排除和突
破那些不利因素的存在。

批判性思维“似热实冷”

虽然批判性思维越来越多地走进各
种研讨会和论坛，也成为不少教育刊物的
热点话题，但这个热是表面的。

我在平时的工作中会接触全国各地
不少语文教师。据我观察，在教学中出现
批判性思维概念的学校不足十分之一，而
教师有意识地关注的可能不足三十分之
一，能超越关注并有所思考与实践的可能
仅有百分之一。

说批判性思维近来较热，是因为核心
素养或关键能力的提法中有明确体现，语
文新课标和新教材也释放出有关批判性
思维的重要信息。随之在研究实践先行者
的带动下，许多教育刊物纷纷发表相关文
章，举办研讨会，使之产生一定的热度。但
这其实发生在最上层，而广大学校和教
师并未有多少人在真正关注和思考。

就我所在的学校而言，也仅限于语文
学科教师明白在做什么，其他学科教师还
处于不明所以的状态；即便是同在语文学
科的一些教师，也如同在观看一个稀罕物
一样半信半疑，有时甚至会觉得多事——
教育教学已经够累够烦，又造一个新事
物、新概念。教育界确实常有“创造”热词
然后互蹭热点炒作的现象，但批判性思维
培养不是一个新东西，它原本应该有重要
的地位，却一直被忽视，如今才开始补课。

所以，批判性思维近来的“热”是表面
的，而内部恰恰是“冷”的。这种外热内冷
或似热实冷的现象，是推动者必须清醒认
识的。

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是什么

对大众来说，批判性思维这个概念显
得很刺眼，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放在“批判”
上，是不是追求否定、挑刺和批判？当然不
是，批判性思维不讳言反思和质疑，但它
更多的基础工作是不轻信、寻找依据、替
换条件、审视理由、比较辨析、评估评价、
理性表达等，“否定”或“推翻”只是思考后
的一种可能性结果，并不排除还会是另一
种结果——承认原来的结论非常好。

身边的语文教师有时会一脸疑惑地

说“批判性思维会导致对原来文本解读的
故意颠覆，走到误读的一面去”或“语文有
语文的任务（指的是语言文字方面的培
育），强调了批判性思维，语文本身的学习
会不会受影响”。显然这个教师并不了解
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把批判等同于推翻和
否定，而且又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当成了
语文学习以外的事情。这样因不理解而自
设稻草人的心理反应会把批判性思维教
育“污名化”，让未识其真貌的人望而生畏
或无端生出厌烦。

批判性思维培养作为渐渐兴起的热
点话题，也遭遇教育界一些人心理上的本
能拒绝。我就听到有专家级教师不屑于此
话题的讨论，满脸的不以为然：“又出新花
样了。”而很少有像特级教师于漪那样的
胸襟——她过去很少提到批判性思维，但
如今对年轻者提出批判性思维命题持非
常开放和鼓励态度。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于推动一件几乎不需要证明重要性的
大事来说，影响不言而喻。

批判性思维如何“落地”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师余党绪
曾说，就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而言，从神秘
到空洞只差一小步。神秘感是因不了解，
以为是什么高大上的新奇之物，空洞化则
是始终在认识和理解上打转，然后是热闹
一阵子之后就兴味索然，就像过去我们多
次遇到的“XX教育”“XX教学”一样，刮了
很大很大的风，却不见雨湿地皮。

若不能基于正确的认识然后持之以
恒地实践，批判性思维的落地就会很难，
或者效果极为有限。

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培养需要一个
专门的课程，觉得专门有一门课程是为培
养批判性思维设计和开发的，这样的理解
和观念自然会使它的落地平添难以下手
的无措感或沉重感，同时又窄化了它的落
地空间。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思维品质，而不是
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并列的另一类型的
思维。它自然可以出现在一种专门的课程
上，但更可能是一种教学渗透。前者指向
专门开设一种思维课，进行一些专门的思
维训练和培养，目的是培养理性思维和可
靠逻辑。比如设计这样的课，给学生一个
材料：某大学的三分之一女生嫁给了老
师，从中可以获取什么信息？有的学生认
为这是一个好传统，表明这所大学的师生
关系融洽；有的学生则认为这令人担心，
因为教师得到女学生的青睐有借助身份
的嫌疑，师生恋不是不可以，但这么多人
有些不正常；有的学生说恋爱自由，旁人
无权干涉和评论；有的学生说这是一个值
得评说的现象，而且人人有资格说。等学

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教师告诉学生真相，
其实那一年该大学只招了三名女学生，其
中一名女生嫁给了老师。

通过这个思维活动，让学生获得辨别
信息重要性、方法和评论的原则。同时，也
可以让学生知道，生活中的许多争论需要
注意话题的范围和议论的针对性。

但这远不是中小学批判性思维培养
的主要形态。主要形态是什么呢？应该是
基于学科教学或专题学习的渗透。

我是语文教师，就以语文学习为例。
语文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读和写，批判性思
维的培养在语文教学中就以思辨读写的
形态实现。思辨读写也不是一种专门的、
特殊的语文学习，而是在阅读和写作中让
思辨发生，不轻信现成说法，让学生自己
建构；同时，不满足于获得的信息和知识，
而是让学生自己学会辨析和评估。

就批判性思维落地而言，更需要的是
常态化教学，即在语文教学中时时渗透。
过去教育工作者热议的“研究性学习”

“深度阅读”“高中生的学术练习”“创新
的读写结合”，在学习行为的品质上都与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着交集，都以“搜
集、辨析、评估、质疑、反省、包容”为特
征。另外，语文课堂教学中的“思维发展
与提升”是核心素养之一，所以在课堂
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只是教学目
标之一，我们既可以设计一节课专门达成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与提升，也可以只是与
其他读写目标（如审美、语言运用、文化
理解等）融合在一起有机达成，甚至这种
达成只是一个渗透与努力的过程，并不要
求一节课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质就有
明显的提升。所以，对于急匆匆地要对批
判性思维教学课堂进行量化测评的想法，
我必须泼一盆冷水。

语文教学中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其实
质是语文教学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目标设
定与教学设计，而不是另外一种教学内容
的语文课。

举个具体的案例。在阅读鲁迅的《药》
时，我们很容易带领学生梳理出小说的两
条线索，明线：吃药、谈药的人们；暗线：夏
瑜的牺牲。两线交织，把原本看起来不相
干的人物命运放在一起展现一个时代的
悲哀，这是小说的高明表达。学生知道了
这一点，可以说是获得了知识，但教师还
可引领学生思考，小说为何不以夏瑜为主
线，而要以华家及谈客们为明线——在当
时，所谓革命和革命者的悲凉、孤独，根本
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甚至哪怕仅仅是知
道的，鲁迅选取的是一般人即普通市民的
生活视角来表现主题。当学生探讨到这个
层面，就不仅仅学习了小说的内容、主旨、
人物，还从小说的表达艺术上获得了一个

“所以然”——这就走到了辨析和评估的

层次，其中就蕴含着批判性思维和思辨。
教师还可以就过去常挂在嘴边的

《药》的所谓主旨——揭示了辛亥革命不
发动群众的弊端，带领学生审视与质疑，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放手让学生去探
究，很快就能获得有力的质疑——夏瑜在
狱中对红眼睛阿义说，“大清的天下不是
大清的，是天下人的天下”，这难道不是在
发动群众和启蒙？

这样的案例体现了批判性思维一个
重要的落地原则——思辨，它不是凭空出
现的，而是紧紧依托于平常的读和写的教
学，达成批判性思维培养与语文教学的深
读文本、准确领会作品内涵合为一体。

改变，首先要从教师开始

一种培养目标的实现，首先是以教育
者的素质作为最基本的条件。当前最需要
也最迫切的是教师批判性思维素养的培
育。一个教师如果习惯于照本宣科，从无
自己的见解和思想，对文本没有深入的思
考，对成见没有警惕和质疑，对事物缺少
具体分析的态度和能力，那就谈不上对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在生活中就很
常见。

教育部部长上任时，网上有篇文章
《新部长上任的十三项重大改革》，内容包
括取消职称评定、大幅度增加教师工资等
重大举措，一度轰动热传。但事实是，教育
部显然不会这么轻率地抛出这样的改革
方案，但网络上教师们纷纷转发，信以为
真，甚至提前庆祝。

还有人写了一篇《校长不识字，博士
乱翻书》的煽情文章，就因为嘲笑的是大
学校长这个精英群体而引得大众粉丝忘
情喊好，他们却没有从文中看出明显的逻
辑谬误和低级的知识性错误，《乌合之众》
里揭示的大众心理学和人们总是相信自
己愿意相信的心理，在这些热情转发和点
赞的教师粉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许多案例中，我们能得出一个结
论，一些教师的批判性思维素养亟待提
升，否则很难承担培育学生批判性思维的
重任。

而另一方面却可以形成强烈对比，一
个具备批判性思维品质的教师，即使他不
专门提这个概念，也并未专门就此作精心
设计。但在长年累月的教学之下，他所教
班级学生的思维品质必然会从整体上高
于其他班级的学生，这也恰好符合前面提
到的批判性思维培养更多渗透在日常教
学中的说法。

提升教师批判性思维素养，是当前最
迫切和最重要的事。
（作者单位系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特别策划·批判性思维笔谈⑥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话题这几年逐渐“热”了
起来，但在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

教师陈兴才看来，这样的现象其实是“似热实冷”，
真正关注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寥寥可数。批判性思
维如何落地？专门开设一门课程是一种方法，但更
重要的是在日常教学中时时渗透，而这无疑需要教
师的相关素养作支撑。

•若不能基于正确的认
识然后持之以恒地实践，批
判性思维培养的落地就会很
难，或者效果极为有限。

•我们既可以设计一
节课来专门达成批判性思
维的发展与提升，也可以只
是与其他读写目标（如审
美、语言运用、文化理解等）
融合在一起有机达成，甚至
这种达成只是一个渗透与
努力的过程，并不要求一节
课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品
质就有明显的提升。

•语文教学中的批判性
思维培养，其实质是语文教
学的一种较高层次的目标设
定与教学设计，而不是另外
一种教学内容的语文课。

•一个教师如果习惯于
照本宣科，从无自己的见解
和思想，对文本没有深入的
思考，对成见没有警惕和质
疑，对事物缺少具体分析的
态度和能力，那就谈不上对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
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素养
□陈兴才

陈兴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