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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是教育界的主流趋势，而创新型人才的显著特点就是具备较强的思辨

能力。思辨能力缺乏是日语专业学生的通病，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成为高校日语教育亟需解决的课

题。文章通过分析日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薄弱的具体表现，总结原因，在充分研究国内外思辨能力

模型的基础上，认为应在教学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上进行改革，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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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

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培养创新型人才应作为

国家转型期的战略举措，并且要从高校教育的源头

抓起，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

体制（张丽梅，2017）。创新型人才的突出特点是具

有较强的思辨能力，而日语教育的软肋正是体现在

这一点。日语专业的学生大都是知识接受型，创新

型人才几乎是凤毛麟角，这与日语的教学特点存在

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日语教育的培养目

标可以概括为：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知识，能够胜

任与日语相关的工作岗位。这就使日语专业衍化成

了服务于其他行业的实用性专业，从而将高校日语

教育等同于以提高语言水平为目的的语言培训中心

（魏然，2016）。这种极为务实的人才观已经落后于

时代的发展，其弊端显而易见。要想改变当前这种

局面，需要在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上加大研究力度。为

此，本文在分析国内外有关思辨能力培养方面研究成

果的基础之上，就如何提高高校日语专业学生的思辨

能力展开思考和研究，供广大日语教育工作者参考。 

一、国内外思辨能力模型研究综述 

（一）思辨能力双维模型 

20世纪 80年代末，美国学者 P.A.Facione组建

特尔斐项目组，对思辨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项目组研究人员共计 45位，分别来自哲学

界、教育界和科学界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历时 2 年

的系统研究后发表了≪特尔斐报告≫。报告中指出：

思辨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情感特质两大部分。认知

能力包括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评价能力、推理能

力、说明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情感特质的构成要

素主要有求知欲、诚实和开放的态度、自信、公正

和灵活性（孙有中，2011）。 

（二）三元结构模型 

三元结构模型由美国思辨中心主任Paul在 2006

年提出，包含三方面元素，即思维元素、智力特征

和检验标准。核心内容是 8 种思维元素，每个元素

运用 10 条评价标准来检验。8 条智力特征必须随着

思维能力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否则高效的思维能力

会导致狭隘的利己主义（Paul,R.& Elder,L,2006）。 

（三）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 

文秋芳教授（2008）在借鉴双维模型、三元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此模

型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

次为元思辨能力，第二层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

为认知领域的技能和标准，第二部分为思辨品质领

域的情感特质。第一层元思辨能力管理和监控第二

层次的思辨能力。 

二、思辨能力培养途径 

（一）教学目标需重新定位 

高校日语教学的传统教学目标是培育具有扎实

日语知识，能够运用娴熟的日语知识和技能胜任所从

事的工作岗位。而当今时代需要的外语人才除了具备

过硬的外语能力外，还要有创新意识，具备较强的思

辨能力。因为思辨能力不仅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目标，

而且对学生终生的职业生涯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中明确指出：优化知识结构，丰富

社会实践，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

创新能力。能力培养已经上升到中国教育改革的战

略高度。而各种能力的内在核心最终要归结到思辨

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总则中规定：高等

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

专门人才界。要想培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只有

充分挖掘和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思辨能力的引

导之下，进行创新和实践活动（戴曼纯，2016）。 

（二）课程体系需要调整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课程体系是建立在培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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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知识人才的基础上的，其核心由外语知识和外

语技能两大部分构成。在此课程体系下，要想培养

出富有创造性的外语人才不太现实。为了培育学生

的创造能力和思辨能力，课程体系应包含以下三方

面内容：（1）传统的外语知识和技能课程。此类课

程可以夯实外语基础，包括精读、泛读、基础外语、

听力、写作和翻译等。但这方面课程的课时必须大

幅减少，理想的占比应为总课时的四分之一左右。

（2）有关思辨能力的课程，包括辩证法、逻辑学和

辩论方法等。为了能够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防止

信息流失，此类课程建议用中文授课（罗清旭，

2010）。（3）外语相关的社会文化方面的课程，包括

语言学、外国文学和文化、社会学等。此类课程一

般在高年级开设，既能传授专业领域的知识和信息，

同时能够为学生提供外语学习渠道。在培养宽口径的

创新型外语人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张子宏，2010）。 

（三）教学方法必须改革 

传统的教师主导型课堂授课方式在低年级外语教

学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已经不适合高年级的外

语教学课堂了。高年级外语课堂应注重讨论、辩论等

有助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

自主学习的潜能。在此推荐采用内容依托式教学法。 

内容依托式教学法把语言学习与专业知识学习

融为一体，将语言学习构建在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

之上。在提高语言水平的同时，激发学生通过外语

思考、掌握专业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内容依托式教学法通过真实的语言材料，以专业学

科知识为核心，针对学生的实际需求展开授课。其

教学理念认为应把语言作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手

段，外语学习才能更加成功。 

为了说明内容依托式教学法与培养思辨能力这

两者之间的关系，笔者进行了一项教学实践研究。

研究对象为本校外语学院日语专业 2015 级 40 名学

生，其中 20人在大三专业方向选修时，选择了国际

商务谈判课程，称之为 A班。另外 20名选择了旨在

提高日语翻译能力的汉日笔译实务课程，称之为 B

班。研究对象均为大三学生，全部通过了日语国际

能力 2 级考试，在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方面并无显

著差异。汉日笔译实务的课程特点为：教学目标为

深入了解日语语言特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言基

本功。教学方法基本采用传统的教师主导方式，穿

插课堂讨论。国际商务谈判的课程特点为：教学目

标为介绍商务谈判的基础知识，通过内容依托提高

语言应用能力的同时，采用互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

生的思辨能力。 

在课程开始前和结束后，分别对 A、B班进行测

试，分析测试数据。测试内容共两题，第一题为开

放性试题，针对目前比较热点的话题或者社会现象

阐述观点。第二题为具体情境下的问答题，如果你

是案例中的某个角色会如何应对。评价标准采用文

秋芳教授归纳的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由 5 个具

体要素构成。即精晰性（论点清晰、精确）、相关性

（内容切题，详略得当，主次分明）、逻辑性（阐述

条例清楚，有根有据）、深刻性（论述有深度和广度）、

灵活性（自如运用质疑、假设、推理、阐述、论证

等多种思辨技能和方法。每个要素 10 分，共计 50

分，所得数据录入 SPSS19.0 进行统计分析。 

表 1 AB 两班的测试数据 

 精晰性 相关性 逻辑性 深刻性 灵活性 总分 

 前测 后 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A 班 平均分 7.25 7.51 7.72 7.91 7.39 7.68 7.01 7.46 6.94 7.19 36.31 37.75 

标准差 0.90 0.66 0.96 0.76 0.92 0.84 1.21 0.78 0.88 0.82 4.41 3.30 

B 班 平均分 7.18 7.20 7.75 7.59 7.26 7.19 7.00 7.02 6.89 6.78 36.08 35.78 

标准差 0.73 0.75 0.93 0.83 0.74 0.79 0.96 0.71 0.86 0.68 3.94 3.32 

 T 0.686 1.861 0.034 1.768 0.705 2.516 0.103 2.547 0.242 2.241 0.346 0.734 

 P 0.498 0.071 0.976 0.082 0.489 0.016 0.918 0.014 0.811 0.029 2.639 0.014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课程开始前，AB 两班在

总分上没有明显差异，A 班总分为 36.31，B 班为

36.08。但课程结束后，A 班成绩显著优于 B 班，A

班总分为 37.75，B 班为 35.78。A 班在课程结束后

的测试中，五个要素均有不同程度提高，而 B 班除

了精晰性和深刻性方面稍有提高外，其他三个要素呈

现出下降趋势。这说明内容依托式教学法对提高学生

的思辨能力是非常有效的，应在高年级教学中推广。 

三、结语 

新时代会产生新挑战。中国高校教育面临的新挑 

战将是如何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思辨能

力则是衡量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日

语专业要想突破目前的教学瓶颈，摆脱在大学课程

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必须以培养学生思辨能力为导

向进行深入改革。本文从相对宏观的角度，在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考核方式和教学方法这四个方面

展开了研究和思考。今后，将从具体学科的微观角

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不同课程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日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 



 

90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第 2 期 

 

参考文献： 

[1]Paul,R.& Elder,L.Critical Thinking:Learn the Tools 

the Best Thinkers Use [M].New Jersey:Pearson 

Prentice Hall, 2006. 

[2]文秋芳.论外语专业研究生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J].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2008(10). 

[3]孙有中.突出思辨能力培养,将英语专业教学改革引向深

入[J].中国外语,2011(3). 

[4]刘世琴.小组讨论式教学法在中级日语教学中的应用[J].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4(6). 

[5]张子宏.论思辨能力的特征及其与语言知识间的关系[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6). 

[6]张丽梅.中国高校日语专业教师发展现状和发展需求研究

[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7(4). 

[7]罗清旭.批判性思维的结构､培养模式及存在的问题[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10(3). 

[8]戴曼纯.我国外语人才需求抽样调查[J].外语教学与研

究,2016(4). 

[9]魏然.中高级日语精读课的思辨能力培养模式及效果评估

[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6(4). 

[责任编辑  王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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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is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education, and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ve talents is that they have strong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e lack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s a common problem for Japanese majors. How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Japanes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analyzing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weak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Japanese majors, and sum up the reasons, on the basis of fully studying the model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methods so as to train and improve th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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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输入对语言习得至关重要，但语言输入不

会自动转化为语言输出。语块的掌握离不开在各种

语境中对语块的创造性运用。对语块的掌握既需要

大量的可理解性输入，更需要反复不断的可理解性

输出。因此学生需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地积极运用所

学语块，才能促使 input转化为 intake。 

四、结语 

语块融合了语法、语义和语境的优势，在二语

习得中有重要作用。本族语者的语言之所以流利，

是因为他们的词汇不是以单个存储在记忆中，而是

以短语和大量的语块形式储存在记忆中，使用时能

作为整体提取，从而减少了资源信息处理的困难。

实践证明，将语块理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对提高

大学生英语写作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语块的掌握可

以有效解决学生写作中的句式单一、词汇单调、缺

乏逻辑、中式思维等一系列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要重视语块的输入，并加大语块的输出练习，才

能在写作中运用自如，全面提高写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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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exical theory in college English intensive reading and its 

measures to improve English writing proficienc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new perspectives for future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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