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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意识培养 ，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
＃

江 苏省武进高级中 学 （
２ １ ３ １ ００

）秦亚平

摘 要 结合实 例 阐述 了 批判性思维能 力 的培养需 以培养学生的理性 、质疑 、证据 、 逻辑等意识 为抓

手 ，使学生能正确 、 理性地认识批判性思维 ， 能基于证据和逻辑 审视与 质疑 自 己 与 他人的观点
， 并 予

以 完善 、修正 ，
进而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思维心 态和思维品质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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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革命、教育革命的本质是思维革命 ， 匡力

竞争 、科技竞争说到底是思维能力之争 。 当今社会

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新人才
，
批判性思维和

创新性思维得到 了 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

“

批判质

疑
”

是中国学生发躁六大核心素养的十八个要点之

是中崮学 ：生应该具备的 、 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之一 ａ 批判性思

维是对 自 己或他人的判断与推理展开审视与质疑 、

分析与评估的过程 ｔ是一种反思思维 ，也是高 中生

物荸
“

科学思维
”

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批判

性思维教学的皋 旨是培养
“

良好的思考者
Ｂ

， 使其

能基于论据 、逻辑性 、不偏颇的思考 ， 能有意识地琢

磨、反思性地审思 自 身的思维过程 然而 ， 批判

性思维在实际教学中仍是
一个膂遍性何题 ， 批判性

思维培养语言多于行动 ，行动也缺乏切实可行的策

能力 ， 真芷成了学习 的主体。 同 时 ，学习 目标的可

视化使教师设计活动和作业更加精准。 在未来 的

研究中 ，我们可 以将可视化的学习 目标、学习资源

建设和智能算法推送等结合起来 ，探索人工智能背

量下的学习方式变革 ，虞芷促进新课程 、 新教材改

革的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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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理性意识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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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断与

推理＇不针对特定的人 ， 同时被批判的
“

判断与推

理
”

可来源ｆ他人 ，也可 以来源于貴 己 。 事 ．实上 ，对

．

自３ 的判断与推理更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品质 的提

升 ＜＞如杲只是停留在辱找他人的错误 ， 却很难发现

ｐｒ己 的不足 ，拾恰说明 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层次还很

低 。 其次 ，从批判 的标准看 ， 批判性思维追求 的是

１ １
－

１ ９ ．

［
２

］ 刘学梅 ． 从
“

地理教学 目标
”

走向
“

地理学习 ｇ标
”

： 内

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 Ｉ ］
． 课程 ？ 教材 ． 教法 ，

２０２０
，

４０
（
８

 ） ： 
１ ０ １

－

１ ０８ ．

［Ｕ 罗伯特 ？

Ｊ ． 马扎诺 ， 约翰 ． Ｓ ． 食德尔 ． 教育 灣标的新

分类學Ｉ北京 ：教育科学也 版社 ，

２０ １ ２ ．

［
４

］
；

陈明荣 ，刘松涛 丽颖 ． 基于马扎诺教育 Ｓ标分类学

白３绪论课设计方法 ： 以
“

电子对抗原理
”

课程为例 ［Ｊ１

教育教学输坛 ，

２０２ １
（
２ ３

＞ ： 
Ｗ５

＿

１ ０８ ．板



２０２３ 年 第 ７ 期

思维公疋 ，要求没有偏见地对待所有 问题 ，对他人

和 自 己采用同样的评判标准。 最后 ，从批判的 目 的

着 ，批判不是为 了把对象批倒或否定 自 己 ， 批判性

思维追求的是对认识的持续完善 ， 目 的在于赢得真

理 ，而不是为了赢得某场争论或辩论 。 批判性思维

就是一种
“

元思维
”

， 是对思维 的监控、 审视 、 纠错

与完善
［
２

］

３

案例 １ 旱年摩尔根 的研究从胚胎学转 向遗

传学 ，不可避免地受到胚胎学上
ｍ

渐成论
”

观点 的

影响 ，认为孟德尔定律有
＂

预成论
”

的倾向
ｆ

■与其观

点相左ｅ 同时 ，他还发现孟德尔及盡德尔定律的重

新发现者都仅以植物为实验材料 ，对其普适性抱有

怀疑态度 。 后来摩尔根以小鼠为实验材料时 ｔ发现

实验结果并不符合对孟德尔定律的预期 ，更加深了

他对孟德尔定律的怀疑 。 但甚 ，他后续 以果蝇为实

验材料的研究结果 ，恰恰证明了盂德尔定律的正确

性 ，这使得摩尔根渐渐修正了 自 已对孟德尔定律的

看法 ，并最终成为孟德尔定律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广

者 。 可见 ，摩尔根以批判的视角审视孟德尔定律的

最终 目 的仍然是坚持真裡 ，承认孟德尔定律 的正确

性并不是否认 自 已 ，
而是发展了 自 己 的认识 。

知识拓展
”

预成论
”

也称
“

先成论
”

，也是胚

胎发育的学说之
一

，他们认为生物 由预先存在于细

胞 （精子或卵 ） 中 的雏形发展而成 ，个体发育只不

过是这个原形或雏形机械性扩大 ，或者说一种量的

改变而已 。
、 精原论者认为雏形存生于精子 中 ，

而卵

原论者主涨雏形存在于卵子中。 这个学说所主张

的先成的雏形显然没有科学根据 ，是反进化 的
［

３
］

。

“

渐成论
”

也称
“

后成论％是胚胎发育的学说之１

他们认为生物体 的各种组织和器官都是在个体发

育过程中逐渐形成 ，性细胞 （ 精子或卵 ） 中并不存

在任何雏形 渐成论否认个体发育是预成的 》强调

新个体是 由胚胎发育分化的结果 ，对生物学的发展

起到了积极作用 ６

“

批判性思维
”
一词 中的

“

批判
”

是指仔细地审

视 ，深人系统地分析辨别 ，最终审慎 、严谨 、 公正地
“

评判好坏
ｎ

ｔ
２

］

ａ 在实 际教学 中 ， 要引 导学虫正确

认识
“

批判性
”

的 内涵 ，遂渐培养学生批判 的理性

意识 ，使其能敢宁黨面言 己判断证据与推理逻辑存

在的瑕疵或错漏 ， 敢于完善 、修疋．言 己 的观点 ， 同

时 ，对待他人 的判断与推理也是＃于怔据与逻辑 ，

而不是人身攻击 Ｂ

２ 质疑意识的培养

审视与质疑是批判性思维的标识与灵魂 。 批

判性思维的
“

批判性
”

措的就是对判断与推理所持

的一种审视与 质疑 的意ｉ只 、 态度 、 状态 、 特征或能

力 ，批判精神强调 的 则是审视与质疑 的意识 ，与态

度
［

＇ 每一个人都有 自 已的判断与推理 ，理当每一

个人都有一定的质疑意识和倾向 ，然而对他人判断

与推理全盘否定
，
或迷痛盲从 ， 而对 自 己判断与推

理固执己见 、故步 自封等现象却屡见不鲜 。 孛生质

疑意识正被应试、题诲战等消耗殆尽
，
急需在教学

中予以鼓励 、培养和发扬光大ａ

案例 ２ 在学习 了
《

生物膜的流动镶嵌楱型
”

后
，勢子思考 、质疑的学生对此提出异议 ： 蛋 白质既

然可 以镶嵌在磷脂双分子层中 ，且蛋 白质的密度明

显高于磷腊 ， 那么 生物膜在 电镜下就应该可 以

观察到 明带 中镶嵌暗区的 图案 ， 而非像罗 伯特森

（ Ｊ ．Ｄ ．Ｒｏｂｅｒｔｅｏｎ ）观察到 的
“

暗 晴
”

三 明治式

图像 ＾ 笔者首先肯定学生提出 的问题非畲好 ，说明

其认真思考了细胞膜的成分 ，然后引导学生查阅资

料解惑 ｒ后经研究发现
“

暗
一

亮
一

暗
”

实为锇酸染

色后导致的假象 ，人工脂双层即使不附着蛋 白质 ，

在电镜下也呈现为
“

暗
一亮一暗

”

三長式结构 ａ

在实际教学 中 ，

一方面要把创设新知与已有认

知存在冲突的情境作为教学常态 ，引发学生的质疑

．袁识 ，在新旧认知冲突 中 习得新知 ， 构建新的知识

体系 ￥ 另
一方面要鼓励学生敢于对所学知识提出

质疑 ，依据证据和逻辑 ，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 ， 引发

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深度学习

３ 证据意识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批判的对象是判断与推理 ， 只有建

立在真实哥靠怔据基础上的判断与推理才是合理

的 。 因此 ， 我们在审视某一判断与推理时 ，

一方面

要检视是否有证据支持 ；另
一方面要检视证据是否

真实可靠 § 现实生活 中 的许多判断与推理往往缺

乏证据支持 ，
主观色彩明显 ．

Ｐ 薄弱的证据意识极大

地限制了攀生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思维品质的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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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３６

叶録体是光合作用场所
”

是一个科

学论断 ，但此论断 的 习得 ，应该予以学生充分的证

据 ，让学生在一系列事实和证据基础上获得新知 。

例如 ，
以 白 化苗不能正常生长的事实证据 ， 以

“

银边

天舍葵不含叶绿体部分和 ］￡常部位的对比实验
”

为

科学实验证据 ；
以

“

类囊体薄膜上含有光合作用色

素 ， 能吸收光能 ，类囊体薄膜和 叶绿体基质 中含有

与光合作用有关的酶 ， 为催化光合作用反应 的进

行
”

为理论依据等 ，推理得 出并认同
“

叶绿体是光

合作用场所
”

的论断 。 在教學实践 中 ，教师要重视

３ 个方面的证据 ：

一是实验证据 ，
要 弓 丨 导学生建立

实验意识 ， 以实验为探索 、验证手段 ， 以实验结果作

为评判依据 ；

二是事卖证据 ，要引导学生重视生活

经验证据的积累 ，只有经得住经验证据检验的才有

可能是科学 ；
Ｈ＆ａ论证据 ，要引导学生寻找恰当

的生物学理论或思想 ， 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依据 ，
以理论指导实践 ，寻求问题解决的有效策略 。

案例 ４ 罗 伯特森在电镜下观蔡到 了生物膜

清晰的
“

暗
一

亮
一

暗
”

３ 层结构 ，证实
”

了丹尼尔和

戴维森提出 的
“

蛋 白 质一脂质
一蛋 白质

” “

三明治

式
”

模型 ，并在此基础上提 出 了
“

单位膜
”

模型 然

而罗伯特森观察到 的实验证据是实验假象 ，是伪证

据 ，证明不了
“

三明治式
”

和
“

单位膜
”

模型 的科学

性＊ 事实上，这两种模型也很快被
“

流动镶嵌
”

模

型所取代 。 证据是推理所依据的事实或理论 ＊证据

的寫实性 、可零性是判断与推理的根本保证 。 在实

际教学中 ，要强化学生基予证据的教学 ，
要强化尊

重事实和证据意识的训练 。 无论教学３范还是学

生作答 ，都要
一

贯坚持＿于 ：

生物学事实和证据 ， 做

出符合逻辑规律的推理。 生物学核心素养
“

科学思

维
”

实质上就是
一种建立在怔据和逻辑推理基础上．

的思维方５Ｃ

４ 逻辑意识的培养

证据真实并非意味看判断与＿理就
一定准确 ，

证据不充分、推理不严谨都可能导致判断与推理发

生偏＆ 推理是思维的
一种基本形式 ，是由 －

一个或

多个已知 的前提 （ 证据 ） 推 出 结论的过程 。 前提与

结论之间 的推演关系或联系称为
“

逻辑
”

， 符合逻

辑的推理过程能客观反映前提与结论之间固有的 、

客观存在的联系 ，符合客观规律和思维规律
Ｗ

。 逻

辑在批判性思维中处 ，于核心地位 ，批判性思维对推

理逻辑的审视＾要看椎理是否合乎逻辑。

案例 ５ 由
“

肺炎链球菌的遗传物质是 ＤＮＡ
”

得出
《

生物 的遗传物质長 ＤＮＡ
”

的推理中 ，前提 （证

据 ） 是真实正确的 ，但由一种生物的遗传物质推导

出所有 ．生物 的遗传物质 《 显然犯 了 以偏概全的错

误 ，不满足逻辑学基本规律
“

充足理由律
”

， 因此 ，

结论可信度不高 ＾夢实上是不准确的 。 科学家将多

种生物的遗传物质 （证据 ） 汇总在
一起时 ， 通过不

完全归纳推理得出 了
＂

生物 的遗传物质是 ＤＮＡ
”

，

在发现
“

ＲＮＡ病毒的遗传物质是 ＲＮＡ
”

后 ，进
一

步

修正 、归纳得出
“

生物的遗传物质是 ＤＮＡ 或 ＲＮＡ
”

，

使得结论越来越准确 ｅ 然而 ，
此推理方法仍属不完

全
］
Ｈ纳 ，推理结论并与肖必然 ， 仍有进一步修正的可

能３ 在实际教学中 ，
教师要引导学生掌握逻辑推理

的方法 ，把握逻辑推理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

充足理由律等规则 ，促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逻辑推

理规则检验 自 已 的推理过程 ， ｉｔ而全面 、科学地完

善 ＿ 己 的观点或结论 Ｓ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可训练 、可培养的 。 在生物

学教孪中
＾

■要重－视学生 ．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 ， 以

培养学生的理性 、质疑 、 证据 、逻辑等意识为抓手
，

使學生正确 、理性地认识批判性思维 ， 能基于证据

和逻辑审视与 ．质疑 自 己 和他 人 的观点 ＜并予以完

善 、 修正 ，进而养成批判性思维的思维心态和思维

品质 同时也必将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促进

学生正确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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