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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课堂追问策略

廖聪文

（肇庆市广宁县广宁第一中学， 广东广宁　 ５２６３００）

【摘　 要】 课堂追问是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有效方式， 能帮助学生形成不盲从、 不

偏信的多元解读思维， 提高其综合素养。 文章列举了多种基于批判性思维的课堂追问策略， 促使学生

思维从肤浅走向深刻、 从单一走向多元、 从盲从走向批判、 从片面走向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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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 是一种脱离事件本身， 以更成

熟、 更全面、 更客观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多方评价

的思维方式， 能一定程度避免肤浅、 盲从、 片面。
学生因生活经验的不足和见识面的局限， 评价事

物时会有一定的片面性， 而培养学生看到事物本

质， 形成不盲从、 不偏信的多元解读思维， 正是

综合素养的培育要求之一。 笔者认为， 学生思维

水平的提高不能简单依靠学生自行提高， 还需教

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培养。
课堂追问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常用的教学手段，
如果能基于批判性思维进行课堂追问， 既能充分

利用日常教学培育， 又有利于学生的深度学习，
促进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 具体而言， 教师的追

问策略有以下四种。

一、 从肤浅走向深刻
思维的肤浅性表现在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

不到本质。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

版） 》 （以下简称 《课标》 ） 的 “学习任务群 ６
思辨性阅读与表达” 中提到， 要引导学生 “学习

思辨性阅读和表达， 发展实证、 推理、 批判与发

现的能力， 增强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 认清事

物的本质， 辨别是非、 善恶、 美丑， 提高理性思

维水平。” ［１］１８由于学生阅读文本时容易停留在事

物的表象， 因此需要教师通过追问促进学生批判

性思维的提升。 具体而言， 一线教师可以通过深

层含义、 环境描写、 称呼三个方面进行追问。
１ 追问深层含义

很多时候， 文字仅记录事件的发生过程， 作

者隐含的思想感情， 或是人物行为背后的原因不

一定会直接说明。 学生在阅读时通常对故事情节

兴趣勃勃， 却不一定能看到隐蔽其中的背景和思

想， 因此教师要适当追问， 促进学生养成思考文

章背后深意的习惯。
《烛之武退秦师》 中， 烛之武表明自己年老

无力只是表面现象。 人物的行动必然有其原因，
其内心想法并不会在第三视角的作品中直接说明，
史书载体必然仅记录事件的前后发展， 若要理解

事件的内在原因， 必须探究人物的内心思想。 要

理解烛之武先推脱后接受任务的矛盾行为， 可以

追问学生 “烛之武说自己无能为力是不是真的？
他的发言有什么深层的含义吗？” 以告诉学生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