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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是学生思考后进行文本编排和句子表达的一种方法，以综合地利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有效地训练学生统一语言表达能

力和思想识别能力。大学阶段议论文的写作是写作教学的核心，而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优势议论文写作的核心。本文立足议论文写作教学的实

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提出了几个能够有效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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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课程标准》中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

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作性表述的过程。”论文在

高校的考察中也占据了非常之高的分值，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这都是

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大学生论文都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和价值取向的

调查。因此，论文是大学中最普遍、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学生来说，写

一篇有较强论证的论文，要点之一就是体现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1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批判性思维属于一种思维形式，其中包含了诸多的能力与技巧，在

论文中主要体现在作者能够在自身价值观的引领下，立足一定的理论或

者逻辑评价某个观点、辨别他人的立场就自己的观点进行说理等等。即

不仅需要对别人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评断，还需要结合自身观点进行剖析、

反思及运用。一篇富有批判性思维的议论文必定是逻辑清晰、条理明确、

具有较强说服力的。而纵观当下大学生的议论文写作情况，大多数学生

的论文都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其往往按照固定的思维模式、刻板的行

为方法展开写作，甚至在援引他人观点的时候都千篇一律。结合该状况

反思我们的教学，可以发现在写作教学中我们教师也忽视了对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培养，正所谓刻板传统的论文教学模式造就了今日大学生议论

文写作中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现状。因此，基于对教学工作的反思，结合

大学生议论文写作的实际情况，笔者也提出了几个在大学生议论文写作

教学中能够行之有效地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策略，重构议论文教

学的模式与方法。 

2 大学生议论文写作教学中提高批判性思维的方法 

2.1 创新教学模式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 

怎样才能达到大学生议论文写作教学中提高批判性思维这个目标

呢？ 

第一，仅仅把批判性思维列为教育项目或机构目标之一是不够的。

必须有意识努力确保提供的教育能切实培养批判性思维技能。第二，尽

管教育改革应致力于培养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要认识到在任何实际教

育体制中，只能期望学生尽可能接近这种状态，而不可能指望每个学生

都能达到这个目标。第三，如果缺乏对所思考问题领域的相关知识，任

何批判性思维技能都只能是纸上谈兵，毫无用处。当然，这不是说光具

备相关知识就够了。应把批判性思维的策略和技能与所思考领域的相关

知识结合运用。在教育项目中提高思维能力存在两种基本模式。 

2.1.1 融合模式 

我们在大学生议论文写作教学中中融入批判性思维策略、技巧、习

性和态度的培养。如教授历史课程的某个单元时，可以教直言三段论，

教学生使用与之相关的省略三段论来分辨该历史时期内重要论证文献的

推理的隐含假设。 

2.1.2 单独教学模式 

此模式是使用不需要学科知识的日常实例来专门教授批判性思维。

可通过既开设单独课程又加强融合学科的教学将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

融合模式的优势在于学习批判性思维过程时运用的是学习者现有的专业

知识，挑战在于如何使学生在专业领域内获得的批判性思维技巧和态度

扩展到其他学科领域及日常生活。把批判性思维作为专门课程的单独教

学模式可在广泛的学科中发展学生的技能、强化学生的态度，但却难免

遇到学生对实例缺乏相关领域的知识的困难。因此，理论上，两种模式

结合起来比较理想。然而，教育机构尤其是其高级学术官员如果没有很

大决心来投入促进跨学科批判性思维教学，这样的结合恐怕很难实现。

二者的结合需要选取一套核心的术语和知识，它不仅可融入和延伸到各

学科课程中，还可被发展成批判性思维专门课程。和批判性思维教学相

近的模式是问题解决式教学，麦克马斯特大学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该

校化学工程课程将讲授问题解决的课程和讲授学科内容的课程列在一起

让学生同时学习。 

2.2 在开放写作教学中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为了达到通过训练而熟练的目的，在传统的议论文写作教学模式中，

教师往往会参照考试经常考的话题在教学中进行训练。这样一来，学生

们的奇思妙想就被禁锢了，写作的时候再结合教师讲解相关的“高分技

巧”，写出来的论文千篇一律。在这些论文里，大家的观点是老师的观点、

引用克服挫折的例子都是老师说过的几个经典、文章的结构永远都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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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介绍的几种结构。不得不说，这样的议论文是非常苍白的，无论辞藻

多么华丽，读者永远也感受不到其中应有的批判性思维。因此，教师在

写作教学中不应当将学生的思维禁锢在条条框框内，而应该给予学生应

有的自由与开放，使得学生能够通过写作反映自己的观点，表达真情实

感、体现批判性思维。 

在开放论文方面，教师可以从以下两点做起：首先要开放写作的选

题与内容。跳出传统参照高频考点选题的束缚，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可

以选择更加广泛的、贴切生活实际的题目作为主题，在论文课上让学生

们据此。如结合近期的某个备受争议的新闻热点，让学生谈论自己的看

法、自己的观点。如就前段时间由于 NBA 火箭队经理莫雷的“涉港言论”

而引发的抵制 NBA 事件，谈谈如何从个人实际践行爱国主义、在爱国的

时候应当注意什么。 

总之，摒弃原有的条条框框，让写作课堂真正实现开放。其次要开

放写作教学与评价的形式，以往写作教学都是按照固定的模式进行的：

教师确定本节论文课的题目并教授一定的技巧指导学生写作，然后学生

展开写作，上交后教师进行批改和讲评。在这样的模式下，学生的思维

是无法得到拓展的，他们甚至都没有真正融入到写作的学习中来。因此，

教师一定要开放写作教学的形式，明确学生在写作课堂中的主体定位，

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就议论文的题目发表自己的看法见解，同时也了解

他人的看法见解，共同提高写作课堂的质量。 

2.3 在培养议论文写作中兼顾价值取向与批判性思维培养同步进行 

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前几年中国高考全国

II 卷中的作文题，也是一个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题目。 

题目:根据以下材料写一篇作文。“二次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

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

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

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

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沃德

(Abraham Wald)是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教授，之前也是经济学教授。他

是统计决策理论和序贯分析的创始人之一。上面的故事是他在“二战”

期间帮助美军分析的一个例子，它说明了统计分析中的“幸存者偏差”

问题。那就是我们只看到了那些能够飞回来的飞机，而看不到那些被击

落而没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只是根据“幸存者”的数据做出的判断

是不正确的。这是基于统计推断的思维，也是一种批判性思维能力。这

种测试题超越传统的知识范围，应该说是有意义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

可训练、可测试的。但是如果认为批判性思维只是这些内容，那就错了。

批判性思维除了在能力层次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它是一种思维

心态或思维习惯，称之为心智模式(mindset)。这个层次超越能力，是一

个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的层次。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价

值取向。如果说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能力更多地是关于“如何思考”(how 

to think)，那么批判性思维作为一种思维心态或思维习惯更多地是关于

“思考什么”(what to think)和“问为什么”(ask the why question)。

批判性思维的这个层次是引导人们有意识地打破思维“禁区”，走出思维

“误区”，走进思维“盲区”。有关“how”方面的问题，多是技术层面，

包括形式逻辑、非形式逻辑和统计推断的能力，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

也可以通过诸如 ETS 的考题来测试。而有关“what”和“why”方面的问

题，则很难通过类似的方法学习。但是它也是可学习的，可以通过被感

悟、被启发等方式学习。 

3 结语 

总而言之，目前大学生在议论文写作中缺乏批判性思维的现象与写

作教学中缺乏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老师，我

们必须要重视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除了本文中提到的三个方法，

还要深入教学实际，积极探寻更多能够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途径和方

法，提高议论文写作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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