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集锦：分析  
批判性思维 

 
寻找真理 
教育学家在讨论如何帮助学生发展思维技能时，经常喜欢以批判性思维作为目标。批判性思维在教育界频频出

现，它一般是指通过发掘相关信息，并对信息的质量进行客观的、彻底的分析之后形成自己的见解。这种见解

随着新的可靠信息的出现不断地加以改变。在民主国家，批判性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有

权利在法律和政策方面自己做主。   
 
按照法宪恩（Facione，1998）的观点，批判性思维者具有“夏洛克福尔摩斯”型特质，我们尽可以质疑。因

为，他们总是问“为什么？”或者“如何？”，总是在寻找相关的信息。另外，他们有能力分析和评估他们找到信

息的正确与否。批判性思维者也表现出好盘根究底的开放性特点，这就驱使他们要不断寻找真理。灵活性使得

他们在遇到更具说服力的理由时，能及时改变自身的观点。   
 
然而，关于批判性思维教学的辩论，最引人入胜的确是一张图片。该图片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

世界。没有批判性思维，那个世界的充满了漫无目的的广告、政治言论、书籍、印刷品以及各种机构(Messin
a and Messina 2005)。 
虽然批判性思维常作为反面，拒绝相信什么是错的，但是也拒绝接受什么是真的。拒绝相信一切与相信一切没

有什么分别。 
 
认知技能  
1990年，一群批判性思维的专家联合发表了德尔菲报告，在这篇报告中详细探讨了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并对

如何就批判性思维进行教学提出了一些建议。阅读更多的结论请参阅总摘要*  (PDF; 20 pages) 
（Executive Summary） 
 
该报告列出了批判性思维过程中所用到的技能与下位技能：  
 
诠释  

• 归类  
• 解码意义  
• 澄清内涵 

分析  

• 审查想法或观点  
• 确定论据  
• 分析论据 

评估  

• 评价论点  
• 评价论据 

推论  

• 质疑证据  
• 推测选择  
• 得出结论 



解释 

• 陈述结果  
• 证明程序的正当性  
• 展示论据 

自我调节 

• 自我审查  
• 自我纠正 

6年级的批判型思维教学 

在单元计划不要污染地球

中，6年级学生练习使用批判型思维做出有关环境的决定。他们的任务就是评估学校的垃圾重复利用和管理。

在分析了当前的方法以后，基于成本分析和数据的支持，团队研究了一个新的垃圾处理计划，并将他们的建议

汇报给校长。在最后展示社会责任的演示中，学生变废为宝，将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材料制成吸引人的商品在假

日集市上出售。   
 
为了成功的完成这个计划，学生分析听来的和读来的关于废品利用和管理的信息。他们将废物利用的不同方法

进行分类，找出适合、可以利用的方法。他们也考虑什么样的信息是重要的，将自己不懂的术语和概念进行分

类。   
 
当学生在听讲并查找有关资料时，对所找到的资料进行分析。他们思考围绕不同回收方法所展开的争论，并对

各自的论点、支持的论据以及所得出的结论进行反思。在对各种争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学生对收集的资料进

行评估，并对哪些论点是合理的、哪些论据是可信的、哪些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做出判断。参见证据显示工具

，寻找一种方法让学生思考如何对论点和论据进行评判。  
 
随着逐渐对垃圾回收与废弃物管理有关内容的熟悉，学生开始对推论进行练习。在推论中，他们将所学习的知

识与自身的经验结合起来，并且就所读到的有关论据提出问题。同时他们还将所知道的内容整合起来，并就本

学校所采用的垃圾回收管理办法会产生哪些后果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此外，他们还基于所学的有关内容开发出

替代性的解决方案。  
 
最后，学生将结论做成一份介绍提交给校长。在这份介绍中，他们解释了所采用资料的来源并解释了为何做出

这样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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