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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Macro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in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will 
not only contribute to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but also meet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s individuals’ English speaking abil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thinking 
skills, tea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ompetence while enhancing thei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speaking 
skills. Based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urs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pecific strategies such as transforming teachers’ role, 
setting up language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tegrated teaching goals, adopting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literacy and 
disposition, as well as upgrad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s, in order to pro-
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subsequent experimental research. 
 

Subject Areas 
Educational Reform 
 

Keywords 
New Liberal Arts, Public Speaking, Critical Thinking, Teaching Reform 

 

1. 引言 

2018 年，我国中共中央提出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

概念；同年，教育部决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全面推动“四新建

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新文科”这一理念最初由美国的希拉姆学院于

2017 年提出，意指“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文理交叉，即把新技术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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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1]。
新文科的“新”，更加强调的是创新的“新”，要求各学科找到新定位，打

破传统学科壁垒、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从而培养创新性人才，服务于国

家战略需要。那么，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学科又面临了哪些机遇与挑战呢？ 
2019 年，高教司就新文科建设层面，对外语学科提出了新要求，如培养

能够参与全球治理的人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等。吴岩司长

提出，在当今“新文科、大外语”的背景下，英语教育必须注重教学，打造

“金课”、杜绝“水课”、培养“一精多专”、“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

人才[2]。就外语人才培养而言，新文科建设不仅要注重学科知识的讲授，更

要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3]。2018 年，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改革和

《国标》明确将“思辨能力”列为大学生的必备能力之一，最新版的《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也提出了新的教学要求，除了对语言知识与技能、

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习策略的要求以外，还增加了对思辨能力的要求[4]。事

实上，当代大学生只有具备科学审慎的思维能力和家国情怀，日后才能更好

地参与到全球治理、担负起对外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 
英语演讲作为一门大学英语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如何面向公众群体传播

新信息、或是说服他人接受某种观点。逻辑和思维能力与个体的语言输出密

切相关，教师在提高学生英语语言能力、演讲技巧的同时，提升其思辨力显

得尤为重要。 

2. 国内外思辨教学述评 

“思辨”来源于英语的“critical thinking”，国外众多学者都对其定义有

不同的阐释。1990 年，Facione 博士召集众多学者，将 critical thinking 划分

为认知能力(cognitive skills)和思辨特质(disposition)，前者是指个体的阐释、

分析、评价、推理、解释、自我调节等技能；后者指个体具备思维开放、追

求真理、思辨自信等思辨特质[5]。 
国外关于思辨教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教育学家杜威，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在高等教育中蓬勃发展起来，到了 21 世纪已被多数国家列入高等教育目标之

一。在思辨教学手段领域，Ennis [6]提出了四种有效的思辨教学手段，即“一

般式”、“灌输式”、“沉浸式”和“混合式”。对于思辨教学手段的分类

旨在厘清，思辨能力的培养是应该作为一种特定的技能进行专门教授，还是

与学科融合、以内容为依托来提升学生的思辨力。在二语领域，多数研究采

用“沉浸式”教学手段，如利用议会制辩论、同伴评估与反馈、合作式学习、

撰写日志等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7]。关于英语演讲与思辨教学的研究，国外

学者主要聚焦在构建演讲思辨模型、利用特定的教学手段、培养演讲者的批

判性特质等[8] [9] [10]。 
国内关于思辨教学的研究在近 5 年来快速上升，思辨教学已成为外语教

学的一个研究焦点。 
从理论研究层面，文秋芳[11]构建了思辨能力层级理论模型，将思辨能力

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元思辨能力，第二层次为思辨能力，分为认知技

能和情感特质，是在元思辨能力的管理下发展和培养的。从实证研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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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运用合作式学习[12]、混合翻转课堂教学[13]、教师反馈[14]等在具体

课程中(如写作、阅读)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然而，国内关于英语演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克服演讲者焦虑、如何撰写

演讲稿、如何设计先声夺人的演讲开头等。只有少量学者尝试将思辨教学与

英语演讲课程融合，如厘清英语演讲课程涉及哪些思辨能力[15]、构建英语演

讲者的思辨技能测评方法[16]、如何提高学生在某一类演讲中的思辨力[17]。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新文科背景下的思辨英语教学，尤其是如何将思辨

力融入到具体的英语演讲教学中，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本文以英语演

讲教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为切入点，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力图促进学生学

科知识和思辨力的同步提升。 

3. 英语演讲思辨教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3.1. 学生缺乏思辨素养 

在英语演讲课堂，不少学生缺乏思辨人文素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首先，学生普遍缺乏思辨自信心、或思辨动机不够。例如，在英语演讲

课堂，教师要求学生评价同伴的一段演讲稿，学生的评判非常“友好”，通

常给出一个“很好”的评价，或者给出相对高的分数。大部分学生即便与他

人意见相佐，但因为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知识储备较少，其行为模式上也

更倾向于“接纳”、“认可”他人的观点。很少有学生勇于提问、评估、质

询他人的论点，更无法有理有据地驳斥同伴的观点、甚或教师的观点。另一

方面，在演讲课堂，不少学生思辨动机不够，该类型的学生缺乏深度学习，

不在意知识的内化和思维的提升，表现得极为“功利”和“现实”。有一部

分学生对学习本身并无兴趣、也不热衷于求知和探索真相，更在意的是考试

成绩和教师的评分准则。 
其次，学生不擅长分析问题和逻辑推理，在演讲课上主要体现在资料的

搜集和归类、论点的确定、演讲的论证等。比如，学生在搜集素材阶段，无

法准确区分事实与观点；或倾向于使用普遍常识或二手资料，没有系统科学

的方法收集和处理数据。再如，学生在构建论点阶段，无法识别自己的逻辑

谬误(logical fallacy)；在处理论点和论据的关系方面，经常缺乏事实支撑，或

论述的细节与论点不匹配[18]。 

3.2. 英语演讲课程评价过于单一，思辨能力未能融入具体教学 

目前，演讲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聚焦在克服演讲焦虑、撰写演讲稿、掌

握恰当的演讲技巧等。此外，很多高校对该课程的考核方式过于单一，如期

末考试的定题演讲或即兴演讲，约占学生总成绩的 70% - 80%，而剩余的 20% 
- 30%则是考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作业等。 

在该种考核体制下，以期末考试为主的终结型评价占了大量比重，而以

提升学生综合能力、应用能力的形成性评价非常欠缺。一方面，教师的教学

重点是演讲知识、技巧的讲解，忽略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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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拨作用促使学生更为关注知识的识记层面，从而导致思辩能力长期处于

缺席状态。即便教师和学生均意识到思辨能力的重要性，由于其未能对标到

具体的教学活动和教学考核中，学生更为关注的是短期的、显性的学习目标，

如期末测试成绩、或某一具体的课堂表现。 

3.3. 英语演讲课堂缺乏思辨教学实操 

思辨能力并非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不断习得的。以

英语演讲课堂为例，因受限于大班教学和授课时长，教师往往以理论讲解为

主，之后给学生布置演讲作业。这种讲练分离的授课模式无法发挥学生的思

辨能力，加之没有明确的思辨教学目标，导致课堂活动无法将英语语言能力、

演讲相关知识和技巧与思辨能力相融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英语教师会

优先处理语言、知识点传授等浅层教学任务，无法兼顾学生思辨力的培养。 
此外，尽管教师有意识将思辨能力融入到课堂活动，但由于学生英语水

平参差不齐，教师很难做到学生语言技能与认知水平的同步提升。有些学生

即便展现出高阶思维能力，但由于语言能力受限，降低了活动参与度，教师

也只能在具体教学中舍弃这些思辨活动。 

3.4. 教师自身思辨能力受限 

不仅学生缺乏思辨能力，一部分教师在以往的教科研中，更关注本学科

的发展和研修，思辨教学意识淡漠，且缺乏与其他专业教师的互动交流。2019
年，张虹教授通过调研，探究了 117 名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对日常思辨教学的

认知、面临的困难与需求。研究发现，有过半的教师反映自身思辨能力匮乏，

且缺少思辨相关的理论学习和实操练习，无法将思辨能力与课堂教学活动进

行融合[19]。因此，在英语演讲课堂，教师即便认识到思辨教学的重要性，因

自身能力受限，也无法设计出行之有效、真正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教学活动。 

3.5. 传统的教学方式过于单一 

根据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理论，如果学生认知负荷较重，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学生的工作记忆，从而降低课堂参与度和自我效能感。长期以来，

教师在演讲课堂多采用传统的面授方式，教师讲授知识，之后检验学生的学

习效果。这种传统的授课模式占用了大量的课堂时间，仅能帮学生完成一些

低层次的认知任务，如理解、记忆等层面，忽视了分析、评价、创造等高阶

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如果没有足够的先验知识做支撑，很难就某一个主题

或课堂活动进行多维度、深层次的思考。 
综上所述，英语演讲课堂融入思辨教学刻不容缓，笔者就上述问题提出

了以下几点建议。 

4. 英语演讲思辨教学改革路径 

4.1. 在日常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思辨人文素养 

吴岩司长提出，高校要建设新文科，要做强大外语，必须培养高素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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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人才。然而，很多英语教师仅关注英语学科的工具性，而忽略了人文性。

英语演讲教学中要注重专业学习与思辨人文素养结合，教师如能将一些思辨

元素融入到课堂，可以很好地给学生插上思辨的翅膀，继而培养学生的思辨

倾向和思辨特质。 
在演讲教学中，如学生在搜集资料、撰写演讲稿、分析论据的过程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反思、善于反思，培养他们兼容并包、尊重事实、乐于

探索的思辨品质。在日常交流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

去分析、评价和探索世界各国文化和思潮。思辨不是吹毛求疵，或是毫无道

理的“批判”，而是在夯实自己的专业基础上，具备科学理性的人文主义价

值观，以更宽阔的视野去认识人、社会与世界。 

4.2. 将提高思辨能力与英语演讲教学目标结合 

教学目标影响教师的教学重点、以及学生的学习导向。若要将思辨教学

与该课程达到有效的融合，必须将思辨能力纳入具体的教学目标。 
演讲活动可划分为选题、资料搜集、撰写演讲稿(构建论点、论据和论证)、

反思、预演、演讲的发表等。教师应在每一个子任务中明确思辨教学目标，

如学生的阐释、分析、推理和评价能力，与每一个演讲阶段主题结合，真正

将其落实到每一单元的教学设计、课堂活动及作业布置中。 
以“Opening a speech”(演讲开头)这一教学单元为例，教师在设计课前

任务就要明确本节课的教学重难点，设定层级式教学目标：1) 理解演讲开头

的重要性；2) 阐述有哪些不同类型的演讲开头；3) 对比、评价不同类型演

讲开头的特点，以及应用主题；4) 根据备选主题，创设自己的演讲开头。教

师基于学生原有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在课堂讲授期间，由浅入深，既注

重学科知识的讲解和应用，又明确了自己的思辨教学目标。 

4.3. 运用多种思辨教学手段，促进“思辨”与“语言学习”的深度 

融合 

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教学应当注重语言学习和认知发展的同步提升，

不可顾此失彼。因此，教师可结合教学任务，将思辨的练习融入到外语学习

中；同时在社会建构主义的理论指导下，设计一些合作学习活动，通过师生

交流和生生交流，打造学习共同体，从多维角度刺激学生的认知发展。具体

思辨教学活动如下： 
首先，教师结合每节课的教学主题和重难点，选择合适的课堂活动。如

利用“苏格拉底式问询”、辩论、探究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参与口语思辨

活动，讨论不同的演讲主题适合什么样的开场白、某一演讲稿在阐明论点和

整合论据方面还能如何完善；又如，安排学生利用思维导图或概念图，设计

自己的英语演讲稿大纲，提高学生的认知和元认知能力。 
其次，根据学生的性格、已掌握的知识水平，合理分组，设计小组活动。

如安排小组合作撰写一份报告，分析一段演讲的语言是否生动和准确、论点

是否鲜明、论据是否充分、演讲者运用了哪些演讲技巧等。教师尽力打造建

构主义课堂，最大程度上促进朋辈互助和知识共享，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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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思辨力。 
再次，教师提供演讲相关的思辨评价标准，之后安排小组互评。以互评

演讲稿为例，以往的同伴互评只是学生对文本作出表层的反馈，如单词的拼

写、词组搭配、语法错误等。事实上，一篇好的演讲稿必须逻辑清晰、层次

分明、衔接恰当。提前安排学生学习并反复操练思辨评价标准，更能有效“对

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20]。 

4.4. 教师转变角色，提高自身思辨能力 

新文科建设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不再是绝对的主导者，应当

主动转变角色，由以往的“知识传授者”转为“知识共建者”。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主要担任引导者(facilitator)的角色，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内在动机，

帮助其由被动学习到主动探索，完成知识和技能的内化。 
其次，教师须提高自身的思辨力。在演讲授课中，教师除教授学生必备

的演讲知识、演讲技巧外，自身也要阅读和研修相关的思辨教学材料，如区

分常见的逻辑谬误、研究论据的有效性、掌握科学严谨的方法等。 
再次，教师要积极参与教科研讨论，注重跨学科学习和协作式合作。只

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反思和评估，为

今后的教学提供参考。 

4.5. 优化传统授课模式，采用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 

新文科背景下，教师不仅要更新学科知识，还要利用人工智能时代和新

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英语演讲本身是一门应用型课程，教师不应只采用传

统的面授方式，还要探索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思辨

教学，具体步骤如下： 
课前，教师列出知识重点、提供精彩的演讲片段，学生可按照自己的进

度模仿和学习，完成知识的记忆、理解等低层次学习任务。课前扫除学生的

认知负荷，能帮助学生获取先验知识，继而完成课堂学习的高效输入和输出。 
课中，教师除讲授重难点知识，要注重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不再单一被

动地接收知识，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将所学知识运用到不同情境。在

此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表现，提供不同的反馈，帮助学生进行意义建构、

实现知识的内化，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 
课后，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反思，如总结演讲技巧、撰写演讲稿或反思日

志、在线分享和讨论学术困难及解决方案，并互相点评。在此过程中，学生

不但提高了自己的思辨力，还为教师提供了反馈意见，以便教师及时调整评

估标准，更好地评估教学成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语言与思辨应该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培养学生的思辨力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文科背景下，外语人才须具备良好的学科能力和理性

思维，才能满足我国对高素质的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本文以具体的演讲课

程为例，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又注重学生的思辨能力和人文素养，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7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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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利用新技术教学，从这一层面上呼应了“新文科”“大外语”的理念。 
本文主要的创新之处和贡献主要是：第一，在新文科背景下，促进英语

语言学习和思辨力的融合。大学英语教学不仅要注重学科知识点，还应将思

辨元素融入到教学中，并且注意提升学生的思辨素养和思辨特质，提高学生

的高阶思维能力。第二，将思辨目标对标具体课程，促进生生协作，利用多

种思辨教学手段打造建构主义课堂，同时优化教学考核机制。最后，打破教

师固有角色，教师除提高自身思辨水平外，还可利用技术赋能和新的学习空

间，最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例如，教师结合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

模式，以教练 (coach)的身份，在课前、课中和课后提供必要的支架

(scaffolding)、并实施监管措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自我反思的能力。 
本文在分析英语演讲教学现状后，提出了一些改革路径，可以为后续研

究者提供一些参考。本文的不足在于，未能在具体教学中进行实证研究，就

某一种思辨教学手段或特定方法对学生进行教学干预。另外，本文并没有从

不同院校的学情、师资和学科特色专业进行分析。因此，后续研究者可以在

自己所在院校，开展实证研究，从微观层面，如线上活动的思辨元素融入和

开放型问题的设置、线下课堂多种思辨教学手段的探索、对学生作业的评价

标准和具体实施细节的操作等进行完善。可以展望的是，随着国家对大学生

创新能力、思辨能力的重视，以及教科研工作者的不断实践，外语学科也会

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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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新文科背景下的英语演讲思辨教学改革 
摘要：在“新文科、大外语”的背景下，将思辨力融入到英语语言学习中，

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科发展，更符合新时代背景下培养高素质外语人才的需要。

英语演讲能力与思辨力紧密相关，教师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演讲技巧的

同时，也要注重提高学生的思辨力。本文针对英语演讲课程的教学现状，提出

转变教师角色、设立思辨英语教学目标、采用多元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思辨

人文素养、优化传统教学模式等具体策略，以期为后续的实验研究提供一些参

考。 
关键词：新文科，公众演讲，思辨能力，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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