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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理性的追问,也是对问题的创新性解答.因此,研究生批判性思维的自我修炼至

少有三条路径:一是辨析观点,从矛盾中寻求新解;二是透视行动,从缺憾中筹划良策;三是反省自我,从无知

中生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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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看,批判性思维源远流长,既有孔子的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的“尽信书,则
不如无书”等的警示箴言以及苏格拉底的“未经反省

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反讽”;也有笛卡尔“我思故

我在”的“普遍怀疑”,还有杜威的“发现问题———提

出假设———检验假设”的“反省性思维”.这些思想

都昭示人们要具有持续的质疑、反思意识.从这个

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并不神秘,它只是一种理性的

追问,并对问题进行创新性解答.可以说,批判性思

维的有无及其优劣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当下学业及

其未来发展.那么,研究生如何自我修炼批判性

思维?

一、辨析观点,从矛盾中寻求新解

观点是学术论著的灵魂,作者所有的言说皆围

绕着其观点展开;而观点并不是叙述性的话语,而是

命题式的判断.对于研究生而言,辨析观点,从矛盾

中寻求新解是指通过追问发现已有观点的矛盾,并
对已有判断进行再判断,而不是记住、接受已有的结

论;是独立思考与质疑探究,而不是“学而不思”“学

而不疑”的盲目信奉.
虽然孔子很久以前就提出了“学而不思则罔”的

警言,也有“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的劝告,但由

于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有些研究生却养成了“学
而不思”“学而不疑”的坏习惯.这里的“学而不思”
“学而不疑”有两层含义:一是不追问某观点何以成

立的理由及其隐含的假设,只是满足于记住、理解已

有的观点;二是学习已知却创生不出自己的思想,对
某问题只是重复已有的看法,而不会换一个角度重

新思考同一问题,难以拥有自己的独特观点.而研

究生的批判性思维就意味着不盲从、盲信任何观点,
而是将各种观点放置在理性的天平上进行重新衡

量,从而发现问题,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批判性

思维来看,学与思不仅相伴而行,而且不思不学,从
而使知识学习在“思”的引导下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

动学习,进而为知识创新提供前提条件.因为凡是

“思”皆是对“问题”的思,没有“问题”也就没有了

“思”.而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之所以具有如此功

能,则是由“批判”的本性所决定的.提起“批判”,有
些人常常联想到政治上的“打倒”或道德上“羞辱”,
将“批判”窄化为政治上的“批斗”或道德上“挖苦”,



甚至将“批判”等同于人身攻击,从而使“批判”遭到

污名化.其实,从词源上看,汉语“批判”的原意是指

“解读原文,发表意见,辩明源流,作出评价”.英语

“批判”(critical)一词源于拉丁文“criticus”,意思是

“能 够 识 别 (capableofdiscerning)”“能 够 区 分

(capableofdistinguishing)”“能够讨论(capableof
discussing)”及“能够判断(capableofjudging)”.[１]

因此,批判即意味着“解读”或“识别”、“辨明”或“讨
论”、“评价”或“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

思维,批判就是通过分析、评价他人言说的推理或论

证,以便设计、构造出一个更好的推理或论证,从而

为人的信念或行动提供更充分的理由,正如美国批

判性思维运动的开拓者恩尼斯(RobertEnnis)所

言:“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思维,是个体对相

信什么或做什么所进行的理性而成熟的思考”.[２]

在批判性思维的视域里,辨析观点,从矛盾中寻

求新解,就意味着追问某观点是否正确,其理由或论

据是什么,以及支持理由或论据的前提假设能否成

立等问题.一般来说,人们提出某种观点,总要给出

一定的理由或论据,而理由或论据能否成立,其背后

则往往隐含着某种前提假设,虽然这种前提假设在

某观点的陈述中常常被省略,但前提假设却是评判

理由或论据的标准.因此,辨析观点,从矛盾中寻求

新解,至少有三种思路:一是质疑观点,即运用逆向

或换位思维,直接批驳某观点,而批驳某观点就需查

询支持某观点的理由或论据能否成立;一旦揭示了

支持某观点的理由或论据难以成立,那么其观点就

不攻自破了.比如,有学者对“讲授法批判”进行了

“再批判”,就主要通过揭示“生成性教学”批判“讲授

法”所援引的理论依据(杜威、皮亚杰的思想)失真,
难以成立,从而间接地论证了讲授法存在的合理性.
其论证思路是先揭示生成性教学批判“讲授法”所依

据的理由的错误,指出其观点与论据之间的矛盾,然
后基于“讲授法之历史透视”,回顾了赫尔巴特之后

凯洛夫、赞科夫、奥苏伯尔对讲授法的肯定与贡献,
最后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讲授法实际上是

一种特殊的“对话”.[３]二是透视推理逻辑.一个观

点能否成立,皆依赖于符合逻辑的推理.推理大致

有三种:归纳、演绎与类比,但运用这些推理,稍有不

慎,就会发生逻辑谬误.比如,倘若归纳推理不是基

于实据,而是诉诸权威,用某权威说了什么话和另一

权威还说了同样话,来论证某观点的正确,就难免造

成“三人成虎”的逻辑谬误.实际上,即使是基于实

据的归纳,推出的也只是或然结论,而不是保真观

点.人们常说,你看到的天鹅是白的,他看到的天鹅

也是白的,外国人看到的天鹅还是白的,但也不能推

论出“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全称判断.演绎推理

虽然是保真的推理,但前提必须正确;一旦前提出现

漏洞,那么其结论就不正确.而类比推理则需相比

的两现象或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或共同的属性,否则

就会犯类比错误.比如,有学者将语文与书法进行

类比,认为语文学习主要解决类似«荷花淀»里“你
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这句中间那个句号能

否改成逗号这样的问题,别的少管甚至完全不管,而
不知学习语文与学习书法并不能相提并论,二者并

不具有相似或共同的属性.试想,倘若学习语文也

像练习书法那样只是以技法为主,主要学习怎样遣

词造句、谋篇布局,那么饱含人文精神的语文将会变

得多么干瘪与乏味[４].三是反思前提假设.批判固

然要追问某观点是否正确,其理由或论据是什么及

其论证是否符合逻辑,但这样的追问并不能问出新

问题,而对前提假设的追问,即使其观点正确,理由

或论据充分、符合逻辑,但一旦发现其前提假设不能

成立或存在缺陷,那么也就意味着重新开启了一条

问题解答的新思路.比如,当笛卡尔说“我思故我

在”时,他给出的理由是当我怀疑一切时,我却不能

怀疑我在怀疑.但这一观点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

就是笛卡尔默认了一切思想观念须用语言表达出

来,且在实施“怀疑一切”的思想实验之前,他自己就

已经知道了什么是“我”“思”与“在”,因此,他才有能

力用归纳或排除的方法驱除心魔,在隔离了一切疯

狂的不理智的胡思乱想之后,只剩下清楚明白的观

念.虽然“我思故我在”意味着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在

思,是一种看似自明、自足的命题,但从其前提假设

上看,“我思故我在”就是假推论,他所宣称的“怀疑

一切”并不是真的,因为它不彻底,它有前提.由此,
论者提出了一个思想如何思想的问题,论证了思想

的“奇点”暨其古怪的相似性,而一旦忽略了如何思

想的“思想的‘奇点’”,那么人们就只能获得忽视了

思想细节的“宏大”思想,即一个现成的、被定义了

的、有约定俗成含义的、具有观念或者概念性质的

“思想”.[５]据此,作者进一步论证了当代哲学的复兴

在于返回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使信仰、哲学、艺术、生
活融为一体,以微妙精神置换固化的精神,开创崭新

的人生哲学[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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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视行动,从缺憾中筹划良策

人生在世,不仅要“言”,而且要“行”.人之“言”
是在头脑中构想出一个世界,而人之“行”则能现实

地创造出一个世界.如果说人的言说存在着这样或

那样的缺失或错误,那么受人的观点支配的人之行

动也非十全十美,而辨析观点,从矛盾中寻求新解的

目的就在于促使人更好地行动.
从表面上看,行动作为事实似乎是自明的,但行

动是否合理、正当及有效,行动本身却无法回答,此
乃其一.其二,人的行动常常犯囿于经验或固守理

论之误,前者常常使行动停留于表面与操作,后者则

会犯教条主义之错误.有一个童话故事:有一头小

象走失了,和一群野猪、羚羊生活在一起.３年后,
小象长成大象.大象想我为什么长得这么快,他们

不长呢? 经过反复认真的思考研究,最后推理总结

出以下结论:一是我爱戏水;二是我爱玩滚泥浆;三
是我走路非常平稳,而野猪、羚羊走路老跳着,一点

也不庄严;四是我是吃素的,野猪要吃点肉.为了使

大家都长得更快些,大象开了一个培训班,羚羊和野

猪纷纷过来学习.在大象的教育下,野猪去戏水了、
吃素了,羚羊走路也平稳了,但教育的结果是野猪、
羚羊不是长得更快了,反而长得更慢了.[７]大象犯的

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野猪、羚羊犯的则是盲目跟风

的错误;而这两种错误在现实生活中却屡见不鲜.
如果说研究生还未有多少经验值得炫耀、借鉴,那么

有些研究生却常常沉浸在已有理论世界中,而不是

运用所学的理论观照现实生活,将自身囿拘于书本

知识中,而不察实际,对所学的知识不知变通,每天

将自己陷入书海中,而不是将书本知识与社会现实

结合起来,其结果就会成为书呆子,犯教条主义的错

误.实际上,做学问的真正目的在于观照社会现实,
并用所学的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因为各种观点最终

是为人们的行动服务的,如果人们只知纸上谈兵,而
远离了实际行动,那么这是得不偿失的本末倒置.
然而,当下有些研究生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常常从

概念到概念,至于概念代表什么样的事实,与人们的

实际行动有何关联,则不在其视野之内,以至于罗列

了很多概念,但具体要说些什么,让人读后却如坠五

里雾中.实际上,即使是抽象的理论思辨言说,归根

究底也是关乎人的行动的.比如,金生鈜教授在«无
知之教中的智性解放»中,倡导“教育应当以智性解

放为根本原则”,摒弃各种桎梏儿童智性的迷思与惯

习,就批判了“以智能差异的理由来区隔人,对人进

行分层,形成智力等级的鄙视链,从而消解权利与人

格的平等”“教学的技术化越来越把学习过程看作是

程式化的操作过程”等诸多教育现象[８].
而透视行动,从缺憾中筹划良策,则需学会多维

思考、辩证把握与实践检验.多维思考是指对于人

所做之事需从多个角度进行认识与辨析.这不仅因

为行动牵连着目标、过程与结果,而且因为行动是人

的认识、情感与意志的综合体,同时,此行动与彼行

动之间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比

如,有学者从目标、过程与结果三维对示范课进行了

透视,认为在目标上,示范课多重“预设”轻“生成”,
限制了其教育功能与价值发挥;在过程上,示范课缺

乏自然与真实,遮蔽了教育情境中的具体人;在结果

上,示范课有回避教育难题的倾向,忽略问题解决.
而一旦认识、辨析了示范课所存在的缺憾,那么为示

范课筹划良策就有了针对性.针对示范课的缺憾,
要想回归示范课的教育价值则需去粗存精,明确示

范课的引导性;去伪存真,保证示范课的真实性;避
虚就实,提高示范课的实效性[９].辩证把握是指遵

循“否定之否定”之思维规律,在对立中寻求统一,在
正题、反题中求得合题,而不是将对立的两个方面简

单地拼凑起来.比如,有学者在对“实践优先”教师

专业发展路径进行质疑与反思时,在分析了“学院

式”教师发展路径所固有的“理论上浮”的弊端和“实
践优先”教师专业发展路径的困境后,辩证地阐述了

教师专业发展的路径,即在注重实践的基础上,让理

论知识适度回归,且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紧扣理论

知识的深层结构,扬弃理论知识的表层结构[１０].实

践检验是指阐述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并
取得预期的效果.可以说,理论言说只有回归到实

践中,并得到实践的检验,才具有生命力.比如,有
学者在反思面向“物”的教学交往所存在的问题———
消极参与、低水平认知和沉默压抑后,认为教师的教

学交往素养是教师承认学生学习主动性,始终建立

自身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关联与联系的专业素养,
主要包括发出邀请、善于倾听与主动协助,其形成路

径是在澄明理解中邀请、在虚心探究中倾听和在适

度表现中协助,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诸
如为了帮助教师在澄清理解中邀请,研究者与教师

A开展了“从观念到思想”的合作教研,与教师 A 就

一篇阅读课的教学展开了两轮磨课:第一轮磨课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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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帮助教师 A建立观念,即教师能够将所教的知识

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第二轮磨课侧重帮助教师 A 形

成思想,即教师能够展现出观念背后的思想魅力,从
而检验了在澄明理解中邀请的可行性与有效性[１１].

三、反省自我,从无知中生成智慧

批判性思维不仅指向外在的观点辨析和行动透

视,而且指向自我反省.因为无论是观点的偏差或

行动的失误,皆是主体人所为,只有作为主体的人自

身常常反省自我,才能少犯观点的错误或减少行动

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实际上并不

是与别人过不去,而是与自己过不去.
与自己过不去的批判性思维,用符号学的理论

进行解释,就具体表现为“过去—客我—客体;当

下—主我—符号;未来—你—解释项”之间的对话,
这种对话就表现为反省自我,从无知中生成智慧.
在有些人看来,对话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实际上,对话也可以在一个人的内心展开,即在“主
我—客我—你”之间进行对话.起初,米德认为人有

两个“我”:一个是“客我”,过去的“我”;一个是“主
我”,当下的“我”,而人的内心对话是在这两个“我”
之间开展的.后来,皮尔斯认为“所有思想都是向另

一个人或如同向另一个人那样,向未来的自我发出

信息”,由此就形成了“主我—你”的对话[１２].可以

说,米德的“主我—客我”的内心对话是面向过去的,
而皮尔斯的“主我—你”的内心对话则是向着未来

的.威利则整合了米德和皮尔斯的观点,正如他所

言:“我的方法是将皮尔斯的‘我—你(I－You)’对
话和米德的‘主我—客我(I－me)’结合起来,形成

一种‘三边对话’”.[１３]对于研究生而言,为了促成这

种“三边对话”,实现自我反省,至少要做三件事:一
是勾画学术自我,二是认识自身角色,三是发现自己

特长.勾画学术自我,就是以某(些)研究有成就的

大师为榜样,精心研读其论著,达到“置身于文内,心
与文通,心与作者交融”,体悟其学术追求,明了其言

说逻辑,以便为自己的学术追求确立一个标杆.认

识自身角色是指身为研究生,要知道研究生意味着

什么.在有些人看来,研究生也许意味着好的工作、
待遇及虚荣心的满足等;对于现实的人而言,这些期

待也不可厚非.但要想实现上述期待,研究生首先

要为社会和他人贡献出自己特有的东西,要有创新

性的知识或产品;否则,无论对研究生有多么美妙的

想象,其结果都终将是黄粱美梦.而发现自己特长

是指人生命最珍贵之处在于其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

性,作为个体,每个人皆需通过主我与客我的对话,
发现自己的优长,并将自己未来的发展建立在自己

的优长上.如果说勾画学术自我是在描述未来的自

己,那么认识自身角色则是廓清当下的自我,而发现

自我优长就是敞亮过去的自我.当然,“自我永远处

于一个自我阐释的进程之中,当下自我向未来自我

阐释着过去的自我.用对话性术语讲主我和‘你’解
释客我,是为了给你提供方向.用符号学术语讲,
‘主我—当下’是符号,‘客 我—过 去’是 客 体,而

‘你—未来’是解释项.人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达
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１３]可以说,当批判性思维

指向自我反省时,就会引发“客我—主我—你”之间

的“三边对话”,在面对各种信息或做法时,人就会不

断地追问、探究,建构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独立看

法,实现自我澄明.
当然,在批判性思维的视域里,反省自我不仅意

味着在“主我—客我—你”之间展开对话,而且意味

着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并在体悟到“无
知”的同时生成自己的智慧.如果说在“主我—客

我—你”之间展开对话是反省自我的方式与路径,那
么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信念和行动,并从无知中生

成智慧则是反省自我的内容与结果.而从无知中生

成智慧之所以可能,皆在于自我反省者深知自己的

无知,在面对新思想、新行动时,愿意挑战自己的信

念和行动,关注、研究竞争性证据.如果说批判性思

维技能主要包括怀疑、分析、评估、推理、解释与自我

校正等,那么从无知中生成智慧之路则大致需要经

历从发现、澄清问题到提出、形成初步的研究假设再

到比较、权衡已有不同的观点及其依据的事实与论

据而最终构造出更加合理的判断这一过程.发现、
澄清问题是指针对某观点或行动,追问这种观点正

确吗,或这种行动是否存在缺憾等问题.即使某观

点是正确的,也应追问其正确性是基于何种理论或

事实;即使某行动看似完美,也应追问换一种做法如

何等问题.应该说,人的思维既有求新、求异之特

性,表现为喜新厌旧;也有安于现状、固守已知之惰

性,表现为因循守旧.而批判性思维就是对人安于

现状、因循守旧之惰性的警觉和挑战,在无疑处生

疑,在看似没有问题中发现问题.提出、形成初步的

研究假设是指对拟解决的问题预想一些答案或结

论,而暂时不必纠结于其是否正确,因为其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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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下面要进行研究、验证的.自然,提出、形成的研

究假设不是已有的观点或别人已给出的答案,而是

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答案、新猜想.比较、
权衡已有的观点及其依据的事实与论据是指有意识

地查找、搜集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已有观点,以造成各

种不同观点的彼此“竞争”,从而在比较与辨析中发

现自己研究假设的优势与缺陷.构造出更加合理的

判断是指在比较、权衡各种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指正

已有观点存在的漏洞或缝隙,最终构造出自己对研

究问题的独特看法.而自己构造的对研究问题的独

特看法是否真的更加合理,还需经过基于他者立场

质疑自己观点的检验.通常来看,一个更加合理观

点的形成,至少要经过“正方观点———反方观点———
自我校准———观点确认”这一过程.因此,直面与研

究问题相关的各种观点,批判性思维并不是简单、全
然的否定,而是审慎的反思与创新,它既不囿于“旧
见”“前见”而墨守成规,也不偏执于“定论”“结论”而
迷信权威,还不固执于“己见”“他见”而作茧自缚,而
是自我反省,在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或主宰的追求中,
从无知中生成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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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elfＧCultivationinPostgraduateCriticalThinking
—fromthePerspectiveofPedagogy

LIRunzhou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 ,Zhejiang３２１００４)

Abstract:Criticalthinkingmeansrationalinquiryandalsocreativeanswertothequestions．Thereareatleastthreeapproaches
totheselfＧcultivationofpostgraduatesincriticalthinking:first,toanalyzetheideasandobtainanewanswerfromidea
clashes;second,toevaluatetheactionandconstructanewplanbasedonregrets;andthird,todoselfＧquestioningandcreate
wisdomfromfailurescausedbyignorance．
Keywords:postgraduate;criticalthinking;selfＧ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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