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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4 年，全球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系统性转型。一方面，
数字技术的加速融合正在重塑教育制度的结构逻辑，从教学手段到评
估方式皆面临颠覆式创新；另一方面，人口流动、文化多样性与社会
分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平挑战，呼唤教育在促进社会融合与结构韧
性方面承担更大使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第 74 期以“结构转型与教育韧性”为核心议题，遴选并呈现了十九
篇兼具理论厚度与政策指向的研究成果，力图为教育如何回应变革、
促进包容与发展提供跨学科的解答。

本期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四个关键议题展开：
第一，技术融合与教学制度创新。相关研究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

能、学习分析系统（Learning Analytics）与混合教学平台如何深度
嵌入课程结构与学习路径，并提出算法教育治理下的公平机制构建模
型。

第二，终身学习体系与制度弹性。文章集中关注技能迁移、非正
规教育认证、成人教育资助机制等问题，探讨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劳动
市场中，构建具备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学习生态。

第三，教育公平的社会机制。* 项实证研究针对城乡教育资源差异、
移民群体教育权益、性别教育机会等议题，提出以社会网络支持、协
同治理平台与政策激励机制为核心的改善路径。

第四，跨文化教育合作与全球公民素养培育。本期部分文章立足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教育交流实践，分析国际学生治理机制、文化
适应模型以及全球素养课程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本地化实施经验。

本刊坚持原创性、批判性与应用价值并重的学术追求，涵盖理论
建构、政策评估、案例剖析与比较研究等多种研究范式，力图在复杂
教育社会议题中呈现多维视角与前瞻思维。《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
将继续立足全球视野、根植本土实践，服务教育理论发展与公共决策
优化，持续推动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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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教育课程创新：语言技能与批判性思维的
融合探索

李梦然
（贵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550018）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质量的不断提升和新课标的推进，英语教育不仅要注重语言技能的训练，更要培养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本文以课程创新为核心，结合语言教学与思维培养的双重目标，探索如何在英语教育课程中有
效实现语言技能与批判性思维的融合。通过构建融合型教学模型，设计实证教学方案并开展教学实践，本文发
现融合课程显著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体现出较高的可行性和推广价值。

关键词：英语教育；课程创新；语言技能；批判性思维；教学融合

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不再只是交际工具，也逐
渐成为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承担文化理解、批判表达
与多元价值建构的重要学科。语言学习的目标正从单
纯的技能训练转向“语言 + 思维”的复合型发展。在
这一趋势推动下，大学英语课程必须改革其教学目标
与模式，使学生不仅能够听说读写，更能够思辨、论证、
评判并创造性表达。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明确指出，大学
英语教学要以学生综合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
核心，同时强调思维品质的培养。因此，如何在英语
课堂中将批判性思维有机融入语言教学，构建语言技
能与思维品质协同发展的教学机制，成为当前课程改
革的重要突破口。

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2.1 理论基础
布鲁姆认知分类理论将教育目标分为知识、理解、

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六个层级，是构建批判性教
学目标的理论支柱。在语言教学中，若仅停留在词汇、
语法、结构训练，难以触及学生的深层认知发展。而
通过设定“评价一个文本的立场”“比较不同文化的
表达方式”等任务，可推动学生在语言实践中实现认

知的跃迁。
维果斯基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PD）理论强

调学习活动中社会交互与思维潜能之间的关系。教师
通过构建支持性的教学情境（如协作任务、小组研讨），
可有效拉动学生的思维发展带，使语言成为思维生成
的工具。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倡导基于真实问题情境进行任务组织，强调批判性思
维、合作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协同发展，尤其适用于英
语课堂中“语言 - 内容 - 思维”三位一体的目标导向
教学。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者 Paul & Elder 提出的“批判性思维

要素模型”广泛应用于语言课堂评价与课程设计实践
中，其强调明确问题、收集证据、进行推理、识别偏
见与反思修正等思维过程。美国高校中的“阅读与写
作”“思维与交流”等课程普遍融合语言训练与逻辑
表达能力培养。

国内研究方面，张敏（2022）指出，高校英语教
学中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程度不高，教学目标与活动
设计多停留在知识掌握层面。刘芳（2021）则通过写
作课实验研究发现，引导学生围绕问题展开论证型写
作，可有效提升其论据组织力与观点深度。但当前课
程实践仍面临教师培训不足、教学资源匮乏、评价机
制单一等问题，亟需系统化教学方案与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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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合课程教学设计

3.1 教学目标定位
本课程以“双维一体”的目标为原则：在语言技

能方面，提升学生在真实语境中使用英语的准确性与
流畅度；在思维能力方面，培养其分析问题、提出观点、
逻辑推理和评估信息的能力。

3.2 教学内容结构
课程围绕当代国际议题组织模块，包括“全球化

与文化认同”“人工智能与语言演变”“生态危机中
的语言责任”等主题，每个模块结合输入（阅读、听
力）、加工（小组讨论、辩论）与产出（演讲、写作）
任务构建语言与思维协同路径。

3.3 课堂活动设计
课程强调启发式教学与任务驱动。典型活动包括：
小组辩论与即时回应：训练逻辑思维与应变表达；
批判性阅读：识别文本主张、结构逻辑与潜在立

场；
观点型写作训练：强调论点清晰、结构严谨、语

言准确；
学术汇报与反思日志：结合 PPT 展示，反思认知

过程。
3.4 多元评价机制
构建“形成性 + 终结性”双轨评价体系，设置语

言表达评分量表与思维表现评分表，评价维度包括信
息理解、观点原创、推理清晰、论据充实等方面。课
堂参与、任务完成、反思日志纳入整体成绩，鼓励学
生全过程投入与自我改进。

4 教学实践与实证分析

4.1 实验设置
本研究选取贵州师范学院英语专业 2023 级两个

班级作为实验对象，A 班为实验组，实施语言与批判
性思维融合课程，B 班为对照组，沿用传统教学方式。
两个班级学生数量、英语水平及性别构成相近，具有
可比性。实验周期为 8 周，每周四课时，实验班围绕
4 个模块主题开展任务型学习，对照班则以课本语言
知识讲授与练习为主。

4.2 评估工具
评估采用“量化 + 质性”并重的方式，涵盖以下

工具：
（1）英语表达测评：包括命题写作与结构化口

语表达，采用 6 分制评分标准，从语言准确性、结构
完整性与内容逻辑性维度评分；

（2）CTDI-CV 批判性思维倾向量表：包含分析
能力、系统性、批判性自信、好奇心、认知成熟度等
五项维度，采用 6 点 Likert 量表；

（3）教师观察记录表：记录课堂中学生参与、
提问、回应与合作行为频次与质量；

（4）课程结束访谈与问卷调查：采集学生对课
程难度、启发性、自我能力提升等方面的主观反馈。

4.3 数据分析
实验结束后，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与描述性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在英语表达方面，实验组平均写作得分为 4.5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3.96（p<0.01）；在口语表达中，
实验组在论点组织与逻辑连贯性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教师评分平均值高出 0.63 分。

在 CTDI-CV 量表中，实验组在“分析能力”“系
统性”“好奇心”三项维度得分均较实验前显著提高（提
升均值分别为 0.78、0.65、0.72，p<0.01），而对照
组未表现出显著提升。说明融合课程在培养学生理性
思维与逻辑能力方面效果明显。

教师课堂观察记录显示，实验班学生在小组讨论
中的发言频率与质量高于对照班，能主动引用阅读材
料、提出反问或质疑观点，合作态度积极。访谈中，
约 88% 的实验班学生表示“课程难度适中但具挑战
性”，72% 的学生表示“在写作中开始注意观点构建
与逻辑清晰”，反映出课程设计对学生认知结构与表
达策略具有积极影响。

5 教学反思与优化建议

5.1 问题诊断
尽管融合课程整体效果良好，但实践过程中仍存

在一些问题：
首先，部分教师对批判性思维的教学设计经验不

足，尤其在任务引导与反馈维度把握不准，影响了教
学一致性。其次，学生初期适应困难显著，尤其是对
立场表达、反驳策略等技巧掌握薄弱。第三，课程资
源仍偏向文本，缺乏视频、音频、图表等多模态材料
支撑，不利于多元认知刺激。

5.2 改进建议
一是加强教师培训，开展思维型教学工作坊，系

统讲解批判性提问法、立场分析图、逻辑推理模型等
策略，提升教师建构思维任务的能力。

二是课程设计应加强任务梯度，采用“初级输入—
中级重组—高级创造”的螺旋式推进策略，使学生逐
步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双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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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构建“语言—思维”教学资源库，整合 TED
演讲、案例分析视频、批判性问答训练素材等，支持
教师灵活设计任务。

四是鼓励跨学科协同授课，如引入逻辑学、传播
学教师联合开展专题模块，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思辨
模型与表达框架。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围绕高校英语教育的课程转型问题，提出了
将语言技能与批判性思维融合的教学理念，并构建了
相应的课程设计模型。从教学目标设定、内容组织、
活动形式到评价体系，均体现出语言与思维的协同发
展逻辑。通过教学实践验证，本研究发现融合课程在
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与思维品质方面具有显著效
果。学生在写作中展现出更强的论证力，在口语表达
中更关注逻辑清晰与结构完整。同时，CTDI-CV 数
据表明学生在多个批判性思维维度上获得明显提升。

教学反馈与观察也显示出本课程具有高度的学生
参与度与认同感，激发了学生的表达动机与探究热情，
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学习生态。

当然，课程实践仍存在师资培训、资源建设与任
务衔接等方面的不足，未来应通过教师团队共建、平
台资源开放、课程共享机制等方式不断优化支持体系。

下一步研究建议拓展样本类型，如将本模型推广
至非英语专业学生群体，验证其通用性；引入人工智
能写作辅助平台，探索学生在技术支持下的思维迁移
与表达进化路径；同时加强纵向追踪研究，考察学生
在完整学习周期后的语言能力持续性发展与思维品质
稳定性转化。

总之，融合语言与思维的英语课程创新不仅是对
教育目标的拓展，更是回应时代需求的系统回应。它
对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实现教学高阶目标、增强国际
理解与表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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