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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由德

国法兰克福学派提倡和主张的一种思维方式。近年来，西

方教育界越来越重视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人们把

批判性思维看作学习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其与解决问

题并列为思维的两大基本技能[1]。美国将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培养列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剑桥大学等高校已将批

判性思维水平作为入学考试的一部分，西方国家部分高校

也单独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程，以增进学生对批判性思维

的了解与重视，最终促进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2]。1992

年刘晓霞发表的“运用作文比较教学法，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能力”一文成为我国首篇探讨在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术论文[3]。笔者按时间节点查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4 年 9 月，发表在 CNKI 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上有关批判性思维的文章总计 1 008 篇，2010

－2014 的五年间批判性思维研究达到巅峰，发表文章 844

篇，包括硕士学位论文 130 篇，博士学位论文 3 篇，其中

以中学课程与教学论为主题的硕士论文 59 篇，但英语语言

文学的硕士论文仅有 9 篇；在研究层次上，社会科学的基

础研究（616 篇）和自然科学的工程技术（104 篇）研究居

多，高等教育研究仅有 53 篇；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检索结

果显示，批判性思维研究正受到国内外语界学者的重视，

理论性探讨研究居多，主要涉及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意

义和作用，批判性思维量具构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定量

测试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策略等方面，而基于

实证及数据统计的量化研究匮乏[4]。 

一、批判性思维的概念 

批判性思维运动倡导者、美国学者罗伯特·恩尼斯将

批判性思维定义为“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

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5]。在库恩和米特尔强调批判性

思维为一种评估、比较、分析、批判和综合信息的能力[6]。

费希尔和克莱文则注重其“对观察、沟通、信息和观点所

做的技术性的、主动的解释和评价”[7]。摩尔和帕克赋予

批判性思维更为自然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指人对接受或拒

绝任何事物、或对某种说法存疑的谨慎的、深思熟虑的决

定，以及接受或拒绝某事物时的自信程度[8]。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批判性思维组织——批判性思维中心的创始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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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索诺马州立大学的理查德·W 保尔教授认为，真正的批

判性思维是“渗透于日常生活中心的公正思想”[9]。布朗

和基利也认为，批判性思维是那种“能抓住要领，善于质

疑辨析，基于严格推断，富于机智灵气，清晰敏捷的日常

思维”[8]。最后，该中心对批判性思维进行了充满哲理的

描述：“如果我们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并发展出合理的解

决方法，批判性思维是关键。追根究底，我们所做的每一

件事的性质，是由我们的思维的性质决定的。”[10] 

二、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常用量表 

国外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十分重视，开发的用

于测量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量具已有 20 多种，且较为成

熟。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就是 Watson-Glaser 批判性思维测

试量表（WGCTA，Watson- 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意向问卷（CCTDI，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Watson-Glaser 批判性思维测试量表于 1980 年开始实

施，它的理论基础是 Watson-Glaser 于 1964 年提出的概念，

即批判性思维是可发展技巧、主题知识和实践者态度的综

合体现。该量表只测试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技能，内容来源

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中立的或有争议的问题。得分越高，

说明批判性思维的认知技能越高；反之，说明批判性思维

的认知技能越低。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于 1992 年实施，其概

念基础是 1992 年（APA,American philosophy association）

提出的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有目的的，自我调控判断的过程，

包括解释、分析、评价、推理以及对证据、概念、方法、

标准的解释说明，或对判断所依据的全部情境的考虑。加

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意向问卷测试批判性思维的情感倾向

方面，包括寻求真理（truth seeking）、思想开明（open- 

mindedness）、分析推理（analyticity）、系统性（systemati- 

city）、自信（self-confidence）、质疑（inquisitiveness）、成

熟（maturity）七个因子。问卷包括 70 道陈述题，测试时

间最少 20 分钟，分六个等级来表述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

的程度。总分为 420 分，分量表的得分范围为 10-60 分，

总量表的得分范围为 70-420 分；各因子得分在 10-30 分之

间说明有较强的负向情感，在 40-60 分之间说明有较强的

正向情感，在 30-40 分之间代表批判性思维情感倾向既非

正向情感，也非负向情感。总得分<280 分，被认为批判性

思维情感倾向较弱，总得分>350 分，被认为批判性思维的

情感倾向较强。 

国内用于测评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自编量表为数极

少，仅有的自编量表也缺乏大规模的测试和可靠的信度和

效度检验。罗清旭试图发展一种以模糊综合评判为基础的

批判性思维测评新技术[11]。把测评任务分解成线性和非线

性，同时列出了批判性思维模糊综合评判的 60 项测评指

标。该测评方法只经过了小规模测试的检验，其可行性和

有效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改进。夏素华等在参考批判性思

维技能量表（CCTST，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Test）和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理论框架的基础

上，自编了专门测量护理专业本科生批判性思维的调查问

卷[12]。该问卷结合我国国情和护理专业的特点，从批判性

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态度和专业价值观三方面进行，比

较符合护理专业的特点。但问卷的调查对象局限于国内两

所护理学院的 417 名护理本科生，调查范围有限，还需进

行大规模测试来进行检验、修改和完善。 

三、国内批判性思维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较多，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末。根据罗清旭的报告，自 1970 年到 2000 年间，美国

在心理学和教育学中围绕“批判性思维”完成的学位论文

有 158 篇；美国国会图书馆共收藏 114 部与“批判性思维”

相关的著作；发表的相关论文不计其数[11]。 

国内目前有关批判性思维的研究与国外差距较大。我

国护理界较早引入了西方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护理界人士在教学和临床实践领域开始对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进行测评研究。刘素珍等采用香港理工大学的批

判性思维人格倾向测量表（中文版）（CTDI-CV）横向比

较了本科、专升本、硕士不同层次护理生的批判性思维人

格倾向状况，发现阅读地理、政治、电脑、科学和哲学类

书籍对护理生的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有正面影响[13]；李小

妹、郭晓元采用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对 465 名

中国和日本护理本科生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略高于日本学生，但显著低于西方学生[14]；

许虹等采用批判性思维人格倾向测量表（中文版）对国内

681 名护理本科生进行了测评，分析不同年级的护理生以

及文理科的护理生之间在批判性思维方面存在的差异[15]。

护理界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实证研究中大多采用直接由国外

翻译过来或稍加修订的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批判性思维

既包括认知维度的批判性思维技能，也包括情感维度的批

判性思维倾向，而学生的情感态度等人格特质只是其批判

性思维的一个部分，不能代表其实际批判性思维水平。护

理界这种单一的测评方法影响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结

果的分析和进一步解释。 

目前国内对中小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研究较多[16]，对大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刚刚起步，在我国外语界，为数很

少的实证研究仅限于分析大学生的英语演讲、口语与作文。

文秋芳、刘润清通过分析英语专业四个年级学生英语议论

文作文的内容，考察了学生抽象思维的特点[17]；文秋芳、

刘润清分析的语料为命题限时作文。写作课教师分别在各

自的班级要求学生就所给的题目在50分钟内写出300词左

右的作文。根据作文写作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审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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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布局、论述，通过质化分析法找出了对应的 4 个作

文内容参数——文章切题性、论点明确性、说理透彻性、

篇章连贯性，再为每个参数设定评分标准，分析学生抽象

思维的特征及其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英语专业四

个年级的学生在这四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明显，并存在一

定的差异，即使到了 3、4 年级，符合要求的学生也不多。

文秋芳、胡健通过分析英语专业大学生四年的口语跟踪语

料，探究了学生批判性思维特点的变化[18]。文秋芳、胡健

开展的是一项历时四年跟踪研究，涉及 56 名学生。主要从

形式思维和辩证思维两方面分析学生思维的变化。研究结

果表明，高、低起点组在形式思维能力上都有较大进步，

在辩证思维能力上虽有比较大的变化，但水平仍旧非常低，

同时，高、低起点组在这方面的变化速度和变化结果几乎

没有差别。在肯定这些探索性尝试的同时，由于受其自身

外语水平的影响，学生的英语作文和口语表达很难真实有

效地反映其思维水平。 

国内对于教师批判性思维的实证研究更是屈指可数，

刘芳等利用美国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量表对来

自我国 29 所高校的 46 名英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技能进行

了抽样调查，并基于访谈和文献研究，分析了教师的批判

性思维现状[19]。研究发现高校英语教师的批判性思维综合

技能较强，但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五项核心技能均属一般，

分析技能尤其薄弱。 

四、批判性思维课程教学研究 

在培养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方面，国内大部分研究主要

是对国外批判性思维理论和培养模式的介绍[20]，理论层面

的探讨较多。近年来，受到西方批判向思维研究的影响，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国内教育界开始引起关注，一

些大学开始尝试通过单独开设思维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如清华大学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技能”选修

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大学学习指导”选修课等，这

些课程以学习或解决问题中的策略为中心，从培养大学生

的自我监控能力、学会如何思考入手，提高其思维水平[21]。

2003 年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设了“逻辑与批判

性思维”通选课，课程围绕对论证的理解、分析、重构、

评估展开，通过论证逻辑训练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22]。

2009 年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将批判性思维教育纳入“种

子班”的新型教学模式，“批判性思维”课程定位为一门思

维素质教育与思维能力培养的课程[23]。 

除尝试单独开设专门的思维课程外，目前国内也出现

了一些在具体学科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做法和实证研

究。受国外护理学研究的影响，国内护理教育界比较重视

结合学科特点来培养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相关研究也较

多。王维利等在不同层次的护理专业学生中开设了思维与

沟通课程，教学采用讨论式课堂教学、社会活动与临床实

践相结合的方式；一学期的课程实践表明，学生总体评判

性思维倾向有显著提高[24]。游坤在护理专业教学中对 59

名高职护理生进行了评判性思维教学实验，结果发现，采

用以问题为中心教学、病例式教学、循证护理教学、小组

讨论式教学等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提高了试验组学生的

考试成绩和批判性思维[25]。柳丰萍等以网络护理案例论坛

为主体的综合培训措施也有效地提高了护理生批判性思维

人格倾向水平[ [26]。 

在外语界，有研究者尝试在分析性阅读中融入批判性

思维培养的内容。刘伟、郭海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

进行为期一学年的批判性阅读策略培训，结果显示批判性

阅读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对写作有积极的促

进作用[27]。文秋芳在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文献阅读与评价”

课程中，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有机融入教学的各环节，其

教学模式可操作性强，对其他学科教学中批判性思维的培

养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和借鉴价值[28]。 

五、以往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发展方向 

（一）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不足 

国内对思维的定义、分类、构成要素以及思维发展研

究得较多，尤其对儿童及青少年思维规律和特点的研究比

较充分，但对大学生的思维的研究明显不足，其中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心理学界一般认为小学生或中学生都处在思

维急剧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研究的空间和范围较大。同

时，国内思维研究较多侧重的是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思维，

对批判性思维的研究缺乏足够关注。一方面与我国缺乏理

性思维的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内研究中将批判

性思维简单等同于“批评质疑”的倾向有关。借鉴我国在

儿童和青少年领域的思维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文化特点研

究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研究成果并探索其规律和特点，将有

助于国内批判性思维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 

（二）对国内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不够重视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批判性思维就成了西方教育改

革的主题，美国政府从 1993 年开始将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列

为大学教育目标，许多大学特别是哲学系中都开设了批判

性思维课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的

大学课程设计者声称，批判性思维课程属于各专业学生共

修的提高能力的课程，或者至少是社会科学学科学生的必

修课。与国外相比，批判性思维在我国还未引起政府和教

育界的足够重视，目前只有少数大学开设了批判性思维课

程，且都侧重于逻辑推理方面。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训练还

未达到课程化、制度化，也缺乏系统性和体系性。 

同时，要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水平，教师自身也应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理念，并认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如

果教师缺乏对批判性思维的系统了解，在其授课过程中便

很难有意识地将学科内容与思维训练结合起来；即使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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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教材中融入了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内容，教师也可能无法

分辨出来，因而在实际授课中难以执行。因此高校教师培

训中应加强对批判性思维的关注，并对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教学评价等进行相应的改革，提高教师对

批判性思维的认识和教师整体批判性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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