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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教改运动对提高合训学员综合素质的启示 

曲亮生，高华军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1) 

[摘 要] 流行于美国的批判性思维与跨学科写作运动，以明确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抓住大学生综合素 

质的基础性核心要素，从改革传统教学以记忆为主、被动复制式的低层次学习方法入手，把思维能力培养贯穿 

到学科教学中，为深化素质教育进入课堂，提高合训学员综合素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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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the US University Education Reform for 

Improving the PLA in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adets’Overall Quality 

Qu Hang—sheng，CAO Hua-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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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itical think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writing movement are now popular in the United States．Guided by a clear 

philosophical thinking，they have grasped the basic Core elements of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overall q~Uty．By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emory and copy—style low—level learning method．the popular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w~ting movement focus Oil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thinking capacity through~ eiplinary teaching．Some 

enlightenment can be ned from the US university educational reform to speed up the PIA academies’qu~ty— oriented 

education and improvement ofthe cadets’overall query in comprehensive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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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40年来，美国持续着一场强有力的、旨在培养大学 

生综合素质的教改运动，即批判性思维和跨学科写作运动。 

批判性思维作为一个技能的概念可追溯到杜威的 “反省性 

思维”。20世纪4o年代，批判性思维被用于标示美国教育 

改革的一个主题 ，70年代，成为美国教育改革运动的焦点； 

70年代中期，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学院开启了美国后来称之 

为 “跨学科写作”运动的先河；80年代 ，批判性思维与跨 

学科写作两场平行的教改运动相互结合 ，开始成为美国教 

育改革的核心并延续至今。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 

国大学教改运动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和教学模式，可以 

为推进教法、学法创新，深化素质教育进入课堂，提高合 

训学员综合素质提供以下几点启示。 

一

、 提高综合素质要抓住批判性思维这个基础 

性核心要素 

军校合训学员的培养目标是懂技术、会管理、能指挥 

的复合型人才，综合素质的高低是其能否成才的关键。合 

训学员的综合素质构成大体上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专业素 

质 ，即某一专业的业务知识与能力，解决懂技术的问题； 

二是人文素质，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社会交往、组织、 

判断、领导能力等，解决会管理的问题；三是观念素质， 

包括价值观念、决策能力、战略、谋略思想，尤其要能够 

创造性地提出新观念，实现所从事的工作 目标，解决能指 

挥的问题。所在管理层次不同，上述能力素质的最佳结构 

是不同的。随着管理阶层的递升，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相对 

减少 ，而观念素质相对增加 ，人文素质则对各个层次的管 

理者都有同样的重要性。而沟通、组织、判断、决策、谋 

略以及创造性提出新思想等这些特殊技能的基础与核心就 

是批判性思维。所谓批判性思维是由英语 “critical tIli出Ilg” 

翻译而来，其中 “critical”源于希腊文 “kriticos”(提问、理 

解某种事物的意义和有能力分析，即 “辩明或判断的能 

力”)和 “kriterion”(标准)。结合起来，就是 “基于标准的 

辩识能力的判断”。将标准用于思维意味着用恰当的评估标 

准准确确定某物的真实价值，以明确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判 

断。因此，批判性思维不是简单的感知、记忆、复述或应 

用，而是有意识的，围绕特定目标的复杂的精细的判断， 

是在存在不确定性而又需要自我调节地建构知识时而进行 

的思维，是为确定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时所进行的合理而 

成熟的思考。温家宝总理指出： “教学改革还要 回到学、 

思、知、行这四个方面的结合，就是学思要联系，知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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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理想和思维决定人的一生”⋯。美国著名实用主义 

哲学家、教育家约翰 ·杜威认为，最好的思维方式是批判性 

思维 (杜威称之为反省思维)。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许智宏也认为，大学要培养学生的理性质疑和批判 

能力 。 

二、综合素质的培养应建立在明确的哲学思想 

之上 

所有的教育问题，终极的追问都必然回归到哲学。“哲 

学是教育的一般性理论，教育是哲学的实验室”，杜威的这 

句名言高度概括了教育与哲学的关系。任何一所高等院校， 

都需要有哲学思想的根基，若无 ，就丧失了灵魂。有学者 

认为：“中国的高等院校 目前呈现出定位模糊、追求单一、 

质量不高等特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院校缺乏 

明确的哲学思想来指导。-3 J’’相反，美国大学的教改运动指 

导思想明确，理论基础坚实，所 以才能一以贯之、持之以 

恒 ，取得成效。这对我们进一步深化素质教育 ，培养学员 

的综合素质极具启发意义。 

(一)杜威的教育哲学：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指导思想 

教学和教学改革最应该持久坚持的 目标是什么?约翰 · 

杜威认为：“学校为学生所能做或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培养 

他们的思维能力”。他明确指 出： “教育的 目的是训练思 

维”。因此，“持久地改进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惟一直接 

途径，在于把注意集中在严格要求思维、促进思维和检验 

思维的种种条件上”。杜威被誉为 “美 国人民的意向、导师 

和良心”、“美国哲学界最杰出的哲学家”而备受推崇。他 

提出的思维训练的实用主义方法成为美国培养未来人才的 

圣经。批判性思维运动处处体现着杜威的思想。可以说， 

正是由于杜威教育哲学的深远影响，美国大学批判性思维 

运动才能够长久不衰、历久弥新。 

(二)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方法论基 

础 

世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无 

疑是批判性思维运动的方法论基础。教育、教学改革都离 

不开知识，否则就成了无米之炊。关于科学知识的获得和 

增长的建构机制，在波普尔之前 ，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传统 

的证实观点是以归纳主义的方法论为基础。其典型论述是： 

通过对自然的认真仔细的观察，把握可靠的经验事实，然 

后对它们进行归纳概括加以证实，由此便能够不断地从 特 

殊上升到普遍，从偶然中发现必然。“科学是从经验事实推 

导出来的知识”这样一种归纳主义科学观的流行，直接影 

响了美国2o世纪 5O一60年代的科学教育改革，导致人们对 

“发现法”推崇备至。波普尔在批判归纳主义的基础上，提 

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的 “猜想 一反驳”机制。根据这一方法 

论原则，科学的发展或科学知识的增长，不是通过归纳法 

从经验中确立的，而是从问题出发 ，经过猜想和对猜想的 

反驳或证伪，再列新的问题的不断建构。波普尔从哲学的 

角度讨论 了批判性讨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性，他认为， 

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去寻找证实，而 

是去寻找判决性检验。发生在美国的批判性思维运动无疑 

受到波普尔科学批判思想的启发和影响。因此，不仅在科 

学知识的增长 中需要批判性讨论和思考，在 民主社会中， 

人们都需要这种批判精神和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运动 

由此发轫。 

(三)博耶的教育思想：两场教改运动相结合的依据 

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前主席欧内斯特 ．L．博耶认为： 

“清晰的思维只有通过清晰的写作才能获得”。他说 ：“传授 

批判性思维的惟一方法就是要求学生用 口头或书面的形式 

把他们脑子里所想的东西表达出来”‘4J。作为美国当代一位 

颇有影响的著名教育家，博耶的观点无疑对批判性思维和 

跨学科写作运动的相互结合提供了理论依据。传统写作追 

求语言能力的完美，将写作看成是一系列孤立的技能。与 

此不同，跨学科写作强调写作是与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思想 

交流的过程，是与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对话和交锋的过程。 

在学科教学中，写作作为分析和论辩的手段，需要对不同 

的论点进行分析，从而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需要面对意 

见的冲突，去想象、分析和评价某一问题的答案；需要为 

特定的论点进行辩护，并与对立的论点进行对话 ，最终能 

够根据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对事物提出 自己观点。可见， 

智力成熟的写作贯穿着严格的思维过程，通过不断地对大 

脑进行有效刺激，使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三、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贯穿到学科教学中去 

提到综合素质培养 ，人们很容易想到第二课堂活动， 

如前所述，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运动场上的龙腾虎跃、 

文艺场上的吹拉弹唱对提高带兵能力固然都很重要 ，但是， 

批判性思维才是合训学员综合素质的基础性核心要素，批 

判性思维的培养必须贯穿到学科教学中去。 

(一)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 

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首先必须掌握批判性思维工具。 

因此，美国大学普遍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这类课程可归 

纳为三类：形式化逻辑、导论性逻辑和论证逻辑。形式化 

逻辑包括一阶逻辑的元理论、非经典逻辑，哥德尔不完全 

性定理及集合论、证明论、模型论、递归论等不同深度的 

课程。导论性逻辑主要是柯 比 《逻辑导论》一类教科书， 

主要内容为语言一般、两个演算初步、归纳推理和非形式 

谬误等，与我国的 “普通逻辑”相近。论证逻辑的内容为 

以论证的辨识、图解、重构、分析、评估为主要内容，也 

许还包括解决问题的一般技巧，不包括任何形式化方法。 

课程名称五花八门，如批判推理、批判性思维、非形式推 

理 、非形式逻辑、理由与论证、实用推理、实逻辑、论辩、 

逻辑与辩证法等L5 J。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的目的是为了进 

行思维训练 ，而不是为了掌握一些干巴巴的概念和词汇。 

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高低需要通过一定标准进行评价，进而 

改进思维。为此 ，研究者们开发了许多批判性思维测量工 

具。如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 能测量量表 (Califormia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Test，CCIb~)，Wastson—Glaser批判性 

思维 测试 量表 (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1． 

WGCrA)等。罗清旭等己对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 

问卷》和 《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技能测验》中文版进行 

了初步修订 J。 

(二)开展跨学科写作 

如果说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是培养学员批判性思维能 

力的基础，跨学科写作则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深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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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科教学中，推进到课堂教学改革中。作为一种有效 

的教学方法 ，跨学科写作的目的是通过有趣的和具有挑战 

性的写作练习，加强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提高批判性思维 

能力。跨学科写作的基本方法就是向学生提出复杂的、开 

放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没有对应的只从记忆或运用公式推 

导的明确的 “正确答案”，相反它要求学生全面考虑、衡量 

所有的证据和各种观点后提出 “最佳答案”，并且通过书面 

或口头的辩论对答案进行评判。跨学科写作的形式包括学 

习日志、电子邮件、非正式的个人记事、练习性考试，以 

及正式的课程论文、学术写作等，因此也被成为多样性写 

作。美军院校非常重视写作，除了有两个学期的 《修辞与 

写作》必修课程以外，许多课程都有学期课程论文写作要 

求。教员和学员对课程论文写作都非常重视。在西点军校 

做过文职教员的王飞凌在 《走进西点军校》一书中描写了 

西点军校学员上交课程论文的有趣传统 ：“几个军校生穿着 

出席葬礼的全套军礼服，抬着白色的担架，以 ‘庄严肃穆’ 

的步子缓缓走来。担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份完成了的 

论文、一套带血的军衣以及一个金属军人胸牌，配上几朵 

白色大纸花，以表示该军校生已不幸 ‘阵亡’，用生命完成 

了论文”[ 。 

(三)围绕激发学员思维推进教法学法创新 

传统教学首先注重的是如何在复现、记忆的基础上掌 

握知识、技能、技巧，而不重视与理性反映相联系的人的 

思维积极性。批判性思维运动最初是作为对那种以记忆为 

主、被动复制式的低层次学习方法的矫正而出现的。为了 

激发学员的思维积极性 ，必须进行教法、学法创新。第一， 

要重视经验情境的意义。情境具有引起思维的性质，多数 

的学习是情境相关的，习得的知识是由学生围绕实践经验 

所建构的。因此，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中所习得的知识 

将更丰富，也更有效和易于迁移。实践也表明，知识的应 

用无法通过抽象的规则而学会 ，必须通过一个一个实际问 

题或案例的解决活动及其反思活动而逐渐掌握 ，并在问题 

的解决中发展思维能力。第二 ，突出以问题为纽带的教学。 

问题教学强调学员要从事系统、独立的探索活动，在掌握 

科学结论的同时，培养科学思维能力。问题教学第一步是 

创设问题情境。问题情境的创设有多种方法，比如分析新 

的实验事实和已有理论的矛盾，完成实践性作业等。第二 

步是提出问题。包括分析问题情境、“看出”问题的实质、 

用语言概述问题三个阶段。第三步是问题的解决。包括拟 

定问题解决计划、提出推测论证假设、证明假设和检验问 

题的解决结果、重温和分析解决过程等几个环节构成。第 

三，促进学员的自主学习。通过调查发现【s】，学员由于学 

习观不成熟导致 自主学习意识不强 ，学习动力系统不完善 

导致 自主学习动力不足，元学习水平不高导致 自主学习能 

力偏弱。为促进学员的自主学习，一是要加大应用知识和 

探求未知的比重，唤起学习兴趣 ，培养学员 自主研究性学 

习习惯；二是要贯彻启发引导原则创新研究型课堂教学模 

式，激发思维活力，提高学员问题解决能力；三是要构筑 

信息化、开放式的研究型教学支援环境 ，为 自主性学习提 

供有力支撑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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