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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这一任务群已经被放到了更加关键的位置上，要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质，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环。思辨性阅读课程以学生思维为主导，注重

于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使学生在读书过程中有自己的思维与判断力。目前我国的思辨性阅读教

学存在评价方式单一，活动组织以教师主体等问题。实施思辨性阅读教学应该首先明确教学目标的思辨

性，任务设计合理化，活动组织以学生为中心，评价方式多元化，通过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促进其思维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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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the task group of “critical reading and ex-
pression” has been placed in a more critical position,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quality and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The Critical Reading course is student-oriented, focus-
ing on develop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so that students can have their own thinking 
and judg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critical reading in China, such as a single evaluation method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with 
teachers as the main body. The implementation of critical reading teaching should first clarif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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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ve nature of teaching objectives, rationalize the task design, organize students-centered 
activities, diversify evaluation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nking by 
guiding students to actively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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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20 年修订 2017 年版)》对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了明确，将高中阶段语文课

程编成 18 个任务群，其中“思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列在第 6 位，旨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要求

学生通过阅读、比较、推断、质疑、讨论等方式，梳理观点；辨析态度与立场，辨别是非，培养理性思

维和理性精神[1]。传统的阅读教学方式注重知识的传授，而思辨性阅读教学则更加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

养，以学生为本，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辨析，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让在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升学

生的思维能力。高中生是思维快速发展的阶段，传统的阅读教学显然无法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教师应

该抓住学生思维发展的这一黄金时期，开展思辨性阅读教学促进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 

2. 思辨性阅读概念及内涵解析 

“思辨”即思考辨析，其实就是要求学生要具有批判性思维，在学习上有自己的思考，敢于质疑，

不断地反省以获得真知。思辨的理论基础源于苏格拉底的反思与质疑精神，即‘苏格拉底方法’或‘苏

格拉底对话’[2]。苏格拉底式发问(Socratic questioning)是苏格拉底重要的教学思想之一，教师通过质疑、

发问使学生获得更深入的思考，从而获得知识，积累经验。他在谈教学思想时也提过“辩证法”，这个

名词。美国心理学家 J.H.弗拉维尔也提出元认知理论，即在学习过程中既进行着感知、思考和记忆等认

知活动，又在不断对自己的认知活动进行监控和调节[3]。“思辨性阅读”就是要求学生利用自己已有的

认知对新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形成新知，这就体现了元认知理论的教学要求。在这些教育思想的引领下

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思辨性教学。 
“思、辨”二字在我国古代很多论著中都有提到。如《论语》中孔子就提到了“思”的重要性，“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于知识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中庸》中也提到“慎思之，明辨之”即

在学习过程中要细致严谨地思考，同时也要具有辨别的能力[4]。新课标对于中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思辨性阅读能更好的提升学生的思维活跃度，使学生思维水平和思维逻辑获得发展。思辨性

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相比更加关注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透过表象看本质，有

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敢于提出问题，并对其分析论证，而不是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实

施不仅有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还能提升学生思维能力，使学生在不依赖教师的情况下也能够独立

阅读，真正的做到“授之以渔”。 

3. 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阅读教学一直是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其他学科学习与考试的基础之一。大语文和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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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背景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什么、怎么教，是近年来语文教育工作者努力解决的问题[5]。余党绪对当下

阅读教学的基本评价是：“量少，质次，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6]。尽管新课程改革已经对语文教学

进行了调整和改革，但在当下的教学环境下，教材依然是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依据，学生课外阅读时间

很少[7]。这样学生的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阅读量少的同时质量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学生进入高中阶

段往往更渴求获得真知，寻求突破，而许多教师在阅读教学时仍然是老生常谈的讲一些浅层的内容，无

法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久而久之学生对于阅读的兴趣就会降低。其次就是阅读的比例问题，文言文、

现代文等各类文章的比例也有待商榷。高中阶段是理性精神与批判性思维、抽象思维和逻辑判断力形

成的关键时期，教师在阅读教学时对这方面的强调还有待加强。除了以上几点问题，阅读教学在教法

上也是效率低下，在教学时以自己的主观经验为主，忽视了学生的体验，缺乏理性的系统化和思辨性

的学科化。 

4. 思辨性阅读教学存在的问题 

由于传统的教育观念的影响，目前我国的阅读教学仍然存在着以教师为权威，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

现象，在阅读教学时也是形式大于内容。落实思辨性阅读教学问题重重，需要广大一线教师丰富自己的

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真正的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4.1. 思辨性目标不够明确 

部分教师对于课标中“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这一任务群没有深入的研究，缺乏对学生思维能力培养

和的相关知识，在阅读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往往忽视其思辨性，或者是设计不够合理，理论与实践脱离。

而教学目标对于一堂课具有指导作用，目标明确方向才能正确，思辨性不明确的教学目标就直接导致了

阅读教学的效果差。要想更好的实施思辨性阅读教学，在教学前首先要确立明晰且合理的思辨性教学目

标。学生在这样的教学目标的指引下提高思辨意识，对自己思辨的过程进行调控。 

4.2. 任务设计不合理 

在思辨性目标明确的前提下，就需要教师根据目标对课程内容进行任务设计，这也是思辨性阅读教

学能够更好落实的关键。在实践教学中如何巧妙的针对不同的阅读篇目设计合理的思辨性学习任务是阅

读教学的难点。很多教师在任务设计时对学生思维发展的特点缺乏关注，不能将设置的任务落在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存在过偏、过难的现象，把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理解为任务难度的增加。这样的思辨任

务同样不利于学生发展，也是难以完成的，还会减弱学生对于阅读学习的兴趣。 

4.3. 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主体 

在高考的压力下，许多教师为了追求成绩，在教学活动中让学生机械化的背诵，做练习题，完全不

顾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的教师虽然有思辨性阅读教学的意识，但是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却难以落实，

只是将传统阅读教学方法套上思辨性阅读教学的外壳，事实上还是无法脱离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

的教学。由于长时间的被动学习，以教师为权威已经成为学生的固有观念，学生普遍缺乏主动思考的意识，

教师讲什么就是什么，对于教师讲课内容之外的不会去探究，甚至有疑问也不敢向教师提出质疑[8]。因此

学生对于阅读缺乏兴趣，阅读能力也较弱。过偏、过难的现象，把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理解为任务难度

的增加。这样的思辨任务同样不利于学生发展，也是难以完成的，还会减弱学生对于阅读学习的兴趣。 

4.4. 阅读评价方式单一 

阅读是读者、作者与编者多主体参与的对话过程，一篇文章每个人都会有其独特的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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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阅读评价就不能只是关注教师的结果性评价。虽然目前我们倡导多元评价，但是在应试教育的导

向下大多数教师还是仅通过一纸考试卷来评价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水平。这样单一的阅读评价方式是不

能准确的反映出学生的思维能力的。这样的阅读评价方式势必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发展，让学生把学会

答题作为阅读学习的重心，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合理的阅读评价应该是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

结合的。教师应该多在阅读学习过程中对学生进行评价，树立新的评价观，以更客观、多元的方式评

价学生的阅读。 

5. 思辨性阅读教学实施策略 

要想更好的实施思辨性阅读教学，首先教师一定要有思辨的意识，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引导

和启发，使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能力获得提升。 

5.1. 确立具有思辨性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引导着教师的教学，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思辨

性阅读教学首先在教学目标设计上就要突出思辨性，部编版高中教材选用了很多值得学生去思辨性阅读

的课文，例如：鲁迅的《拿来主义》，这篇文章是针对某一问题进行分析的驳论文，面对这样的文章需

要教师引导学生调动自己的思维去分析作者的观点，同时还要对驳论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在阅读教学目

标的设计上应要求学生能够用思维导图理清文章的结构思路，理解“拿来主义”所蕴含的道理；把握作

者的语言特点，分析并学习作者在本文使用的多种论证方法；学会表达和阐述自己的观点，从多角度思

考问题，做到论据恰当，逻辑合理。这样的阅读目标设计立足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这一任务群，更

加突出了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去思考文章来提高学生分析判断的能力，

让学生尝试多角度去理解文章，在交流讨论中开阔自己的思路。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也突出了思维导图

的运用，学生运用思维导图梳理文章能使思维更有条理性，概括思维也会因此获得发展。同时目标的设

计也要注重通过对文章的学习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学生不仅是要学会一篇课

文，而是通过课文的学习掌握思辨性阅读的技巧。 

5.2. 设计学习任务 

要做好思辨性阅读教学教师就是要让学生带着任务去理解分析文章内容。巧妙设计学习任务，学生

就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文章，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学习任务的设计应融入对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要

求，在服务于教学目标的基础上逐层递增。还是以鲁迅的拿来主义为例，在任务设计上“鲁迅在提出自

己的论点之前，对错误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种写法叫先破后立，分析

文本这种破立结合的论证结构的特点”，“作者如何使用的归谬法？”《拿来主义》这篇课文是特定历

史时期的产物，对这样的课文的学习就不能抛开其时代背景，很多学生对于这种题材的文章会有畏难心

理，任务设计方面要注重减轻学生其产生的距离感，对文章语言、结构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把

课堂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基于“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在任务设计上也要把控问题的难度，是

学生依靠自己的能力能够理解和解决，且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的，同时突出对于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

不仅要理解作者观点，更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5.3. 组织活动 

传统的阅读教学在教学活动的组织上常常以教师为主体，这也是长久以来学生阅读学习兴趣低，阅

读教学难以发展学生能力的主要原因。思辨性阅读教学在活动组织方面要打破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探究，聚焦学生思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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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文本感知 
学生在阅读之前首先要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的感知，这种感知不能局限于知道文章所描写的主要内容。

一篇文章往往是作者思想的浓缩，所以对文本的感知就不能抛开对作者生平的了解以及对写作的环境背

景的分析。这就需要大量的收集资料，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查找，教师对其进行补充，学生在自己查找

资料的过程中加深对文本的理解，更有利于思维能力的提升。 
例如：《祝福》这篇小说以祥林嫂为代表描写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人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具有很强的批判性[9]。这样的小说学生不可能毫无问题，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尤其要不同的视角下的

问题，例如“小说多次对祥林嫂的形象进行了描写，这几次描写有什么不同?”“祥林嫂要问魂灵的原因

是什么？她希望有魂灵吗？”通过问题入手，结合小说创作的环境背景引导学生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

去理解和分析小说的人物、情节、语言、主题等。这样的文本感知是能够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相较于

传统的教师主体的文本感知更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和探究欲望。 

5.3.2. 分组研讨 
当前，我们更加推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组织学生分组研讨是这一学习方式很好的践行

形式，同时这也是思辨性阅读教学很重要的一环。学生在对文本感知的逐步深入后一定会有所思有所问，

然而每个学生对于同一篇小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小组讨论使学生之间的思维碰撞，丰富认知，开阔视

野，加深对文章的理解，思维能力也因此获得提升。在具体的实施上，教师可以选定一个议题，让小组

同学对其进行讨论，分享。例如在《边城》这篇课文的学习时，讨论的问题可以是：“边城是落后的、

封闭的，可为什么作者极力歌颂这样的原始社会呢？”“翠翠的爱情是可悲的，这个悲剧包含了哪些因

素？”等等需要学生深入思考探究的问题。最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主题讨论会并分享学习成果，过

程中也要注意学生的逻辑是否清晰、思维是否缜密，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思辨性表达”的能力。由

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教师在讨论会的结尾要对其进行补充和讲解。学生在这样的活动中建构自

己的知识体系，发展多方面的能力，促进核心素养的提升。 

5.3.3. 拓展延伸 
在对学生进行思辨性阅读教学时一定要注意拓展文本内容，引导学生比较阅读。课本所提供的内容

是有限的，阅读教学也不能局限于课本，要为学生补充大量的资料，拓宽思路。学生通过不同文本资料

的比较提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同时把在课本内容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以及阅读技巧

运用于拓展文本的阅读上，促进知识的迁移。文学作品难以跳出其存在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经历去

单独理解。同一时期的作品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往往有着相似的特征，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也

会因其经历和环境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所以在文本拓展上可以为学生补充同一时期的同类型作品

让学生去对比阅读，也可以补充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例如：在《祝福》这篇小说的教学时可

以补充萧红的《呼兰河传》“祥林嫂和小团圆媳妇都属于被封建社会压迫的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们的悲

惨命运之间的有何异同?”在引导学生比较阅读的过程中不光要注重篇与篇之间的比较，也要注重篇内的

比较“小说多次对祥林嫂进行肖像描写，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用意?”学生在这样的比较和辨析中思维能

力不断发展，对于文章内容和思想都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5.3.4. 思辨性表达 
《新课标》提出“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任务群，将阅读与表达摆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对学生的教

学不能只关注学生的阅读方面，能够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也至关重要，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思

辨性表达”要求学生“学会表达和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做到立论正确，语言准确，论据合理，逻辑清

晰；围绕特定的话题进行讨论，能条理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10]。为了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在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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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阅读教学时也要渗透对学生思辨性表达能力的培养。在课本内容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珍视学生不同

的观点和看法，给同学质疑、推论、表达自己想法的机会。针对特定的教学内容组织主题讨论会、分享

会等，搭建学生交流的平台，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结合，提高核心素养。例如：在思辨性阅读单元学习结

束之后组织学生针对本单元所学的几篇课文进行讨论，让学生阐述自己对于文章的理解，教师在谈论会

上可以适当抛出问题“《反对党八股》和《拿来主义》在论证方法上有何异同？”，让学生去争论，在

讨论中开拓思路。 

5.4. 设计评价 

合理的评价对于学生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评价学生可以检验学习成效，教师也可以发现教学

方面的不足。目前我们越来越注重评价的多元化，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价相结合。不仅要关注形成

性评价也要对学生进行终结性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是贯穿阅读教学的始终的，在形成性评价时，要

对学生整个阅读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学生在思辨性阅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给予适当的帮

助。同时教师也可以不断地对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以确保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在完成了

整篇小说的教学之后，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检验学生是否达成学习目标。为了评价的准确性

可以制定评价量表，使评价更加的科学合理。例如：在学习《祝福》这篇课文时针对不同学习任务采取

相应的评价标准，“鉴赏文章语言时是否能从语言的准确性、词语比较的角度分析。”“分析人物时能

否根据人物所处的环境分析?对人物的分析是否正确?等”将这些评价标准依据其难易程度赋予一定的分

值，为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打分。 
评价应该是多主体的。仅仅是教师的评价说服力是不够的，学生之间也应该互相评价，教师可以组

织小组讨论，引导小组同学之间或者同桌之间对彼此思辨性阅读效果进行评价打分，使学生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最后也要鼓励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反思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学习

过后是否达到了教师对本课学习的要求，自己的思辨方式是否合理，思辨技巧的掌握等等。通过评价反

思学生不断的完善自我，改进不足，以获得思维能力的更大发展。 

6. 开展思辨性阅读教学的价值 

随着我国素质教育的逐步推进，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已然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热点。思辨能力作为

一种技能概念 80 年代才被引入我国，我国对思辨能力的关注已经相对落后。由于起步晚以及认识不足，

导致我国学生的思辨能力发展受到了制约，严重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我国目前处于发展的

重要阶段，对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性人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尤为

重要。在信息化社会中，学生每天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中也不乏存在一些影响学生身

心健康的有害信息。如何从中甄别有用信息，并且接收和消化就需要学生调动其思辨性阅读能力。思辨

性阅读能力决定了学生信息选择的能力，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甚至是人生观。 
阅读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广大师生重难点，当前我国的很多阅读教学仍然是采用传统老旧的方式，

仍然是以教师为主体。然而“阅读应该是学生的个性化的行为，不能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实践”。

传统的阅读教学方式常常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开发，这就严重影响了学生的阅

读兴趣，使学生的能力难以提升。在这样的培养模式下很多学生只会做题，不能脱离教师独立阅读，抹

杀了学生的个性，也不能满足于对学生核心素养提升的需要。温儒敏先生说过“传统语文教学的优点非

常多，比较注重涵养，但对学生逻辑思辨能力的培养将是以后语文教育的重点。”思辨性阅读教学更能

够满足当下对于中学生阅读能力提升的需要，有利于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也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使阅读教学由关注知识学习向关注能力和个性发展转变，促进中学阅读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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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综上所述，思辨性阅读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要求学生在阅读学习过程中有自己思

考、辨别的能力，敢于质疑。思辨性阅读教学顺应了当下对于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的需要，符合学生学

习的心理特征，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有效地促进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目前，

我国的思辨性阅读教学仍然存在着落实困难、部分教师缺乏相关的思辨性阅读教学知识、教师认识不足

等等问题。如何更好地落实思辨阅读教学仍然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难题，需要广大一线教师努力钻研和实

践。在进行思辨性阅读教学时，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生去参与、实践、感受与反思。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在建构自己知识体系的同时发展能力，提高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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