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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英美文学的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每一个教学环节都与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密切相关。因此，教师在英

美文学教学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思辨能力之认知技能的构成要素，即阐释、分析、评价、推断、解释、自我

调节，并在教学环节中系统地把这些要素与教学活动结合起来，有目的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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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能力的培养是国内外学界较为关注的内容，思辨能力

的结构要素与英语专业的课程相结合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也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议题。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应注重对学

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一、思辨能力之认知技能的构成要素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虽未出现“思辨能

力”的字眼，但其中的教学原则提倡将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与英

语教学融合在一起。有关英美文学的课程描述均涉及到了思辨

能力的培养。思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知技能，了解认知技

能的构成要素，并探讨各要素与英美文学教学之间的联系，是将

思辨能力培养付诸实践的重要前提。
美国学者费希万等提出的认知能力组成要素包括六项内

容，即阐释、分析、评价、推理、解释、自我调节。
1.阐释

“阐释”是理解和表达众多经历、场景、数据、事件、判断、常
规、信仰、规则、步骤或标准（的意义或重要性）〔1〕。如果把“阐

释”的定义与英美文学教学相结合，不难发现，学生首先需理解

文本。假如学生无法独立理解文本，那么学生的其他认知能力也

将无从谈起。“阐释”环节不可与“分析”环节合并，学生在形成自

己的观点之前需确保理解文本。从这一角度讲，“阐释”环节可理

解为学生概括对文本的情节、人物、主题、风格等方面的个人理

解。在这一阶段学生应无需借助任何文献资料，全面准确地复述

文本中的内容，只有顺利完成该环节的学习，才能进行其他环

节。

2.分析

“分析”是指辨别陈述、问题、概念、描写或其他形式的用于

表达信仰、判断、经历、原因、信息或态度等内容之间的表面及隐

含的关系〔1〕。显然，“分析”涉及辨别能力。如果说“阐释”只是复

述文本呈现的各项内容，那么，“分析”是在“阐释”的基础上发现

文本的隐含意义。“阐释”的对象只是作者明确表达的内容，而

“分析”则需读者基于这些内容提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分析”比
“阐释”更进一步。学生在阐释文本后需要思考故事或诗歌中各

个重要细节之间的联系，发现文本的深刻寓意。一般而言，优秀

文学文本的主旨需读者反复琢磨才可发现，读者需根据文本中

充满张力的各条线索建立起联系，最终形成对人物、主题、文体、
叙述策略等的综合评价。培养“分析”能力的关键在于，在阐释文

本细节的基础上综合思考，以辨清隐含的意义。
3.评价

“评价”是描述某个人观察、经历、场景、判断、信仰或观点

的内容的可信性，主要是评价这些内容的实际或隐含的关系是

否符合逻辑〔1〕。评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学生描述自己对

文本的理解，并用口头或书写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理解；二是学

生阅读文本的相关研究文献，对评论观点作出评价。第一个层面

与前面的“分析”内容相近，区别在于，“评价”是把自己的分析内

容表达出来。第二个层面更值得关注，学生完成“阐释”和“分析”
后形成自己的观点，便可开始搜集、阅读并评价参考文献。在阅

读文献的过程中，学生要判断并描述论者的观点是否可靠，这取

决于他们对文献中论据的考察。“评价”这一步骤区别于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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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与“分析”，原因在于，学生“阐释”与“分析”的对象是文

本，而“评价”的对象则是文学评论。值得指出的是，目前英美文

学教学中存在一个弊端，即多数学生未完成文本的阐释或分析

就直接阅读文学评论，导致人云亦云。阅读文献的过程是读者与

评论家对话的过程。评论家的文章既包括他们对文本的评价，也

包括他们对其他评论家观点的评价。读者要判断这些内容的可

信性，首先要做到熟悉文本本身，其次需对文本有自己的理解。
“评价”在“阐释”和“分析”之后完成，三者是递进关系。在费希万

看来，这三步是最基本的技能，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开展下一

环节的教学。
4.推断

“推断”是找到并确认可用来得出结论的因素，作出推测和

假设，根据相关信息，结合数据、陈述、原理、论据、判断、信仰、观
点、观念、描述、问题或其他形式的内容，得出结论 〔1〕。“推断”
与“分析”、“评价”紧密相连，学生在“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基

本可把握文本的隐含意义。同时，在了解了其他学者的观点之

后，学生可借用文本细节考证评论家的论据，最终得出结论，这

是更深入、更直接的综合对话过程，学生在此环节综合权衡文本

论据，有逻辑地整理思路并得出结论。这一环节，学生会发现评

论家的论据不够充分，论证方法有纰漏等。在反复完成自己与论

者的思想对话后，学生可作出较可靠的推断。正如费希万所指出

的，“推断”是用来肯定或推翻自己先前所做的假设，而“推断”的
前提是占有充分的论据。结合文学文本分析，“推断”就是对照自

己与他人的论证过程，参照文本细节来考察自己在“分析”阶段

所作出的假设。值得指出的是，在“推断”这一阶段，学生极有可

能会重复执行“阐释”、“分析”与“评价”三种活动。在得出有说服

力的结论之前，学生需用详实的论据支撑自己的观点，还需反复

斟酌、论证众多论据。因此，可以说“推断”就是融合上述所有环

节后得出的结果。
5.解释

“解释”是用连贯而信服的方式呈现推理的结果〔1〕。“解

释”与“阐释”的区别在于，“阐释”只是对文本的字面理解，而“解

释”的对象更深入，是把“推断”结果呈现出来。呈现的形式包括

口头解释和书面解释两种。在文学教学实践中，“解释”可以多种

形式出现，如学生的课堂展示、课程论文等。当前，学生的课堂展

示活动质量堪忧，因为多数学生会大量借鉴他人的观点。学生对

文学课程的畏惧心理是影响课堂展示活动质量的首要因素，他

们唯恐自己的观点不够权威。这就要求教师有意识地在教学中

引导学生循序渐进，避免“学”与“教”的被动性。同理，课程论文

作为能反映学生思辨能力的有效方式却收效甚微。事实上，“解

释”综合反映出学生对文本的阐释情况、分析过程、评价内容、推
理结果及书面表达的能力，是思辨能力的最高体现形式。同时，

教师可给学生介绍课程论文的要求和方法。譬如，教师可要求学

生有意识地做阅读笔记，不断完善自己对文本的“阐释”、“分

析”、“评价”和“推断”。教师可因材施教，不必以同一标准要求学

生。课程论文的形式可多样化，既可鼓励想象力丰富的学生续写

或改写文本，也可培养有研究潜质的学生从事基本研究活动。教

师可为这些学生提供学术期刊的论文，讲解学术论文在结构及

语言上的要求，让学生提交高质量的课程论文。
6.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是指有意识地监控自己的认知活动、在认知

活动中用到的因素，以及所得出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在分析、评价

自己的推断性判断中运用某些方法而得出的，旨在质疑、确认、论
证或纠正自己的推理或自己所得出的结论〔1〕。“自我调节”贯
穿认知技能活动的始终，无论是在“阐释”、“分析”、“推理”过程

中，还是在“解释”过程中，人们需有意识地反思其认知活动。在

“阐释”环节，学生可自问：我对主人公的理解是否做到了准确

无误？在“分析”过程中，学生可反思主人公的对话与文本主旨的

相关性。假如这些分析有助于挖掘文本的隐含意义，那么又该如

何看待自己的创新性，如何判断文献中的观点?学生在推理时，

可反复思考自己或评论家呈现出的论据与论点之间的逻辑关

系，检查自己的思维是否连贯，推理出的观点是否严谨可靠，在

与评论家对话时，自己是否突出了独创性等。在“解释”环节，学

生要确保自己的论文做到要点突出、语言适切、文献格式规范

等。

二、英美文学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培养的策略

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英美文

学教学实践中，教师可根据以上所述要素，并针对学生的具体情

况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1.做读书笔记

在“阐释”阶段，学生可在阅读文本的同时做读书笔记。一方

面，学生可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所附的推荐

书目以及自己的兴趣选择课外阅读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教师可

针对学生的水平为其推荐一系列当代文学作品。学生一开始或

许难以适应文学语言，教师可在课堂上简要介绍文学阅读的基

本要素。学生在阅读经典文学作品时，难免会有畏难情绪，教师

可鼓励学生先浏览这些作品的中译本。学生了解作品的情节后，

再阅读英文原版，可大大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效率。教师

检查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一个有效方式是要求学生写读书报

告。然而，不少学生倾向于“借用”网络上的资料。为解决这一问

题，教师可设计一些有关文本情节、人物、主题、文体及叙述技巧

等方面的问题，要求学生结合这些问题阐释文本。教师还可有针

对性地选定某些段落，要求学生重点阐释这些内容。学生在基础

阶段写的读书笔记可暂不涉及深层次的思考，旨在检查学生自

己是否理解文本的字面意思。
2.写读后感

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文本。学生需有意识地记录下自己的

观点，教师需向学生强调“分析”不同于“阐释”，如前所述，“阐

释”与“复述”接近，旨在检查学生对文本的理解情况；“分析”则
关系到学生对文本的感受。结合詹姆斯的《真品》，“分析”活动可

这样进行：首先阐释第一人称叙述者对莫纳克夫妇的第一印象，

叙述者认为,这对夫妇请他为他们作画，叙述者还认为，外表不

52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 2013 年



严姣兰等：英美文学教学中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53第 12 期

凡的人一般都不会那么出色。那么，这两点如何说明叙述者对莫

纳克的态度？显然，叙述者试图讽刺没落贵族夫妇，他们穿戴考

究，俨然是来请叙述者为他们画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对夫妇

已入不敷出，但仍企图保持其贵族身份，这种高姿态正是叙述者

鄙夷的生活态度。判断真品的标准绝非仅靠一个人的外表。接

着，“阐释”环节中提及的对话部分又揭示出什么？学生可根据他

们的阐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叙述者认为，他为两个人画像，收

费会比给一人画像更高，隐含的意思是，叙述者作为艺术家有难

言之隐，希望自己的艺术能换来一定的物质收入。叙述者认为自

己值得同情，因此把莫纳克先生的回答“We should like to make it

pay”理解为：他们不会让叙述者失望。叙述者对莫纳克夫妇有极

高的期望，他认为他们是贵族，他们似乎应该有殷实的物质基

础，而且有高贵的品格，会对他这个穷艺术家充满同情。然而，期

望与现实之间却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叙述者在呈现自己的失望

时，他也邀请读者对莫纳克夫妇作出道德判断：他们根本不是

“真品”，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他们虚荣、自私的本性暴露无遗。
学生在阐释以上叙述或对话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和思考文本中

的线索，以书面形式呈现出自己的见解。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

生的积极性，教师可鼓励学生在课堂演示时分享他们的读后

感，这一环节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而且能启发学生在课

堂讨论中注重自身思辨能力的培养。
3.撰写课程论文

课程论文写作涉及“评价”、“推断”和“自我调节”三个环节。
学生在完成读后感的撰写时已表达出自己的见解，不过还停留

在主观印象层面。在撰写课程论文阶段，教师需训练学生搜集和

评价文献的能力，培养学生推理和解释的能力。同时，教师可为

其介绍学术刊物、学术论著、学术团体及其网站等资源。学生在

建立粗浅的文本认知后，可循序渐进地搜集、阅读、评价这些文

献，最终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有质量保证的课程论文。学生可

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的中外文数据库，结合詹姆斯的《真品》，收

集相关文献。学生在阅读文献之后，应完整地记录自己的读后

感。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可有意识地针对评论家的主要观点及论

证方法做笔记，并注明引文的出处，以利于整理课程论文末尾罗

列的引用文献。学生或许会发现，自己的观点与评论家的观点有

所出入，这就是思辨能力中所说的“评价”和“判断”环节。学生根

据自己的分析以及评论文章中列举的论据，作出评价：谁的论点

更有说服力？在“评价”和“判断”环节，学生可进一步确定课程论

文中要探讨的议题：评论家集中探讨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的贡

献体现在何处？在课程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学生的自我调节可贯

穿始终。学生会发现，自己的思路得到了拓展。如果原先的分析

有漏洞，学生需要重复“阐释”和“分析”过程。教师应充分重视学

生的自我调节过程，因此，可建议学生采用日记等形式记录自我

调节过程。教师在评估课程论文时，可结合学生的自我调节记

录，分析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过程。教师要确定学生在思辨能力

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在讲评学生课程论文时指出这

些问题，帮助学生完善其思辨能力的培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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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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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is of the rich varied contents and each teaching link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erefore, teachers should consciously
introduce the elements of cognitive skills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o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assess, deduce, explain. and self regul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combine the elements with teaching activities in the teaching link to develop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he teaching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s; stu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