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高考 “两依据一
参考”方案公布

本报讯 （记者 斯闻） 上海
市教委日前正式公布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的两个重要配套文件———
《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实施办法 （试行 ）》（以下简称 《考
试实施办法 》）和 《上海市普通高
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办法(试
行 )》 （以 下 简 称 《 评 价 实 施 办
法》）。 该方案从 2014 年 9 月入学
的高一学生起开始试行。

新出台的《考试实施办法》规
定， 上海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两类，其中语文、数学、外语、信息
科技、体育与健身、劳动技术和艺
术等 7 门科目，只设合格性考试。
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
学、生命科学等 6 门科目，分设合
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 通过合
格性考试的考生， 可根据高校招
生要求和自身兴趣特长， 在 6 门
设置等级性考试的科目中自主选
择 3 门参加考试， 等级性考试成
绩折算成相应分数计入秋季高考
总成绩。

此外，《考试实施办法》 还对
考试对象、考试次数、考试成绩有
效期、考试成绩应用、考试费用等
具体实践环节作出细化设计。

在复旦附中原校长谢应平看
来，《考试实施办法》有诸多亮点，
其中之一是设置了 “合格考 ”与
“等级考”， 较好地处理了高中毕
业资格和高中录取选拔两项功能
的关系，有助于减轻学生负担。

与此同时《评价实施办法》明
确，为保障评价方式的客观性，上
海市将启用全市统一的高中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 ，明
确高中学校作为信息录入主体 ，
采用客观数据导入、 高中学校和
社会机构统一录入， 学生提交实
证材料相结合的方式， 客观记录
学生的学习成长经历 。 同时 ，将
构建市、 区县和学校三级管理机
制， 建立信息审核、 信誉等级认
定、 公示与举报投诉等配套制度
体系， 确保公开公平公正； 建设
市、 区县和社区不同层面的学生
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为城乡学生
创造更公平享有校内外素质教育
活动的机会。

“两个文件的颁布，从制度设
计上为高中教育关注‘人’的教育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也是高中教
育改革过程中制度设计上‘破冰’
的关键一步。 ”上海市进才中学校
长赵国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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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顶一份责任 换一次
提升 农村学校教师“一个萝

卜一个坑”，师范院校学生急需

上岗实践，顶岗置换研修模式

恰好解决了这两者的“饥渴”。

《教师工作周刊》

课堂教学改革的 10
大追问 如今，课堂教学改革

已经进入深水区，需要寻求理

论上的突破、实践上的创新，找

到更合理、更科学的改革方向。

《现代课堂周刊》

6 尹东：与自己“死磕”
的追梦人 让信息技术更好

地服务语文课堂和语文教师，

是尹东一直以来的梦想，追梦

路上，他经历了些什么？

《教师成长周刊》

8 学习爱生活 请到
小镇来 学校变身小镇，学生

化身镇民。上海市蓬莱路第二

小学开设蓬莱小镇课程，让学生

体验无痕学习，远离“课程感”。

《课改研究周刊》

10 课程改革引发的学
校转型 课程设计进行系统

调整后，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

行为等都要随之改变，那么，学

校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教育家周刊》

12 14 互联网给教育带
来了什么 在教育信息化

背景下，管理部门如何利用

互联网思维想问题、做事情，

促进教育转型与发展？

《区域教育周刊》

批判性思维课程：异类还是方向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襍新闻专递襊

第三届全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创新成果
博览会

面向未来的学习
新技术正在重建学习。 未来已来！ 你可以拒绝改变，但不能拒绝未来。 面

向未来的学习，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作为一线教师在课堂
改革的微观世界里究竟要关注什么？ 如何实现技术翻转与理

念翻转的深度融合？ 欢迎走进第三届全国中小学课堂
教学创新成果博览会。

拟邀专家：
尹后庆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原上海市教委巡视员
倪闽景 上海市奉贤区副区长、上海市教委基教处原处长
尚俊杰 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马九克 上海七宝中学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杜金山 山东兖州一中原校长、第四届全国十佳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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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为媒 让课说话

欢迎各地教育局局长、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参加
6 大主题演讲
10 大创新成果
20 个微型报告
60 节课堂展示

近年来，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意义日益被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多的学校
和教师开展了批判性思维教学。不过，目前批判性思维教学主要集中在高
校，在中小学还非常少见。有识之士指出，在中小学开展批判性思维教学，
比在高校意义更为重大和迫切。

自苏格拉底以来，批判性思维便成为西方教育的重要特征，如今更已
渗透于中小学日常教学中。 20 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任总统期间，美国颁布
法律，要求从小学高年级开始批判性思维的训练。

反观我国，尽管新课程改革已实施十几年，灌输、背诵仍然是国内大
多数学校的基本教学模式，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对比、质疑和批判不是我们的习惯。无标准答案的教学内容，教师根
本就不敢教，因为无法通过考试。 ”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

如今，中国基础教育界逐渐意识到了这个差距，开始了批判性思维教学
的探索。 像夏玉珍和欧阳林这样在批判性思维教学之路上奋战的教师，已经
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不知道批判性思维的教师大有人在，许多人对
批判性思维仍有许多误解，甚至一些人认为，批判性思维就是一味地批评
和反对对方，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怀疑和否定权威，就是百般挑剔和吹毛
求疵……

这些误解影响着批判性思维教学的深入开展和推广。要知道，批判性
思维是独立思考能力的核心，是创新能力的基础。从小培养孩子的批判性
思维，意义极为重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甚至
认为，批判性思维教学应该从幼儿园开始。

期待更多的学校，更多的教师意识到批判性思维教学的重要性。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和爸妈去旅
游’，请同学们设计至少 3 种方案，从安全、
便宜、 快捷的角度考虑， 如何去神农架旅
游？ ”课堂上，教师许燕给学生们布置了这样
一个任务。

新鲜的学习任务让学生们很兴奋，一
番思考和讨论后，他们开始踊跃发言，很快
列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比较了火车、飞机
和汽车的安全性、便捷性、成本、舒适度等，
充分发挥各自的想象， 提出自认为最好的
方案，并陈述理由。

这一幕发生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
学。 去年，这所位于武汉东湖之畔、高科技
企业云集的中国“光谷”旁的小学，开设了
一门批判性思维课程， 在五年级学生中进
行实验，每周一课时。

据悉，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开设批判
性思维课程的小学。专家认为，这一全新的
课程探索，或将开启中国教育的思维之光。

“中国小孩太需要了！ ”

日前，记者走进华中科大附小，听了一
节批判性思维课。在这节课上，许燕将学生
分为 5 个小组 ， 先汇报此前布置的作
业———“上培优班到底好不好？ ”学生们按
小组发表意见，除了陈述观点，还要至少说
出让人信服的 3 个理由。学生们各抒己见，
理由五花八门。

接下来进入本节课的学习， 许燕的题
目依旧很有趣———“我的宠物计划”。 在开
放性学习环境中，学生们快乐地讨论着，敏
锐地找出对方陈述中的漏洞予以反驳，有
的还争得不可开交。 许燕微笑着在教室里
巡视，适时给予提示和引导。

看得出，如今的许燕在这样的课堂上已
能游刃有余。 但去年 9 月，身为学校综合组
组长的她刚参与这门实验课程时，对什么是
批判性思维只有一知半解， 甚至懵懵懂懂。
她边教边学，在课程发起者、华中科技大学
启明学院副院长刘玉教授“课前备课、课后
复盘”的实验模式下，初识批判性思维课的
“庐山真面目”，越教越觉得妙不可言！

如今， 许燕的教学方式全变了。 课堂
上， 她更多地创设情境， 让学生主动去观
察、发现，尝试着自己解决问题。 这样的课
堂大受学生欢迎，学生的变化也日渐显著，
遇到问题， 学生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放
过，而是乐于进行分析和思考。

“生活中的我，也有了不小的改变。”许
燕感慨地说，“在家遇到一些琐事， 我会先
问明原因， 避免因为情绪激动而发生口舌
之争。 在学校，我常化身为‘侦探’，运用推
理方法帮同事排忧解难， 让工作中充满了
智慧与快乐。 ”如今的许燕，对批判性思维
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只知皮毛，还想
更深入地去研究它，让更多的学生、更多的

身边人去了解和接受它。
记者听课的当天， 华中科技大学前校

长、人称“根叔”的李培根院士也在场。 他一
边认真观察、倾听，一边兴奋地拍照。 他对这
节课的评价是，“效果非常好，中国的小孩太
需要了”。 他向记者表示，培养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是教育的重要目标。 当晚，意犹未尽的
他还将听课的事分享在微信朋友圈中。

回顾实验的过程，刘玉教授坦承，最初
她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两轮试验结束，她
信心大增。让刘玉最惊喜的是，参与实验的
四年级学生的思维活跃度竟然超过了五年
级学生。当她向著名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
老校长杨叔子院士汇报这一结果时， 杨叔
子欣然说道：“这是当然的，年龄越小，受条
条框框的约束也越少嘛。 ”

家长也发现了孩子们的可喜变化。 这
半年多来，五（3）班学生严序的妈妈发现，
原本性格内向的女儿变了。“以前孩子对我
们总是言听计从，但现在遇到问题，她会与
我辩论，说出自己的理由，还说是老师教会
了他们独立思考。 ”

让严序的妈妈最惊喜的是， 女儿变得
开朗了、自信了。“以前的她不敢开口，就像

躲在壳里的毛毛虫， 现在她敢于探出头表
现自己了。 ”这让严序的妈妈觉得，女儿在
这个学校读书很幸运。

这门课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还是听听
学生怎么说吧。“批判性思维课教我们如何
想，而其他课是教我们想什么。”五（1）班学
生肖欣宇总结说。

“慢慢地相信”

思考，思考，再思考，这正是批判性思
维的重要特征。

“批判性思维需要深入地思考，问题的
复杂性在哪里？ 深度是比喻，复杂是批判性
思维的特征。 ”江汉大学教授李文浩曾专门
去美国参加批判性思维教学培训， 如今是
华中科大附小的顾问。 他认为，批判性思维
是一个慢的过程， 不能简单地给课堂贴上
“ 批 判 性 思 维 ” 的 标 签 。 “slowly to
believe———慢慢地相信，审慎地思考。”李文
浩强调说，“教师要进行理解性教学， 即在
学生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教学。 要让孩子敢
说，给孩子的思考提供宽松的时间、空间。 ”

在李文浩看来， 批判性思维教学需要

时间，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先做减法，也不
是一时冲动或追时髦， 而是取决于教师对
批判性思维的认识。

也因此，李文浩主张，要相信教师，相
信每个人都有批判性思维， 在信任的基础
上进行平等沟通。 “一定要让教师真正理
解，它对我的教学是有好处的。批判性思维
真正关注教师的脑力， 教师要靠自己的思
考去教学。 ”

教师们慢慢有了变化。以前，他们习惯
于模仿别人， 现在他们更倾向于审慎地思
考，展开讨论，共同研究，然后在自己的教
学中去尝试。

科学课教师朱映晖有这样一个典型案
例，在讲授《生物体》这一单元时，为了让学
生系统认识陆生植物和水体污染之间的关
系，教学结束后，班上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
会， 围绕某海湾建筑开发对周边环境影响
的话题让学生进行集体论证。 班里学生分
成建筑开发商、当地居民、游船船主、奶牛
场场主、环保人士等若干小组，分别发表意
见，然后综合考虑他人的利益需求，再次阐
述各自的观点。

通过这一案例，朱映晖希望表达的是，
引导学生多角度地思考问题， 远比指导学
生接受式地学习进行线性思考更重要。“在
我们的教学中，越来越多地用‘劣构’问题
（答案没有唯一性）取代‘良构’问题（指向
唯一正确的答案）。 ”

说到底，批判性思维课改善的是师生的
思维品质。 “批判性思维更强调在学生学习
生活中的‘融入’，其可持续性和影响力会更
大。 ”李文浩认为，“这实际上给教师提出了
新的命题，要设计出有利于学生‘清晰思考’
的教学过程，让其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
进而能从不同角度解读‘所以然’。 ”

向学科教学渗透

参加实验前，英语教师王婧以为，在小
学开设批判性思维课， 学生们会觉得枯燥
无趣，但她很快发现自己想错了，学生们很
喜欢这种全新的学习体验。

“不同性格特点的孩子都能从这门实验
课中得到进步。 ”王婧说 ，“这也影响了我
的专业成长 ，教学中我更注重对学生思
维的引导 ，根据学生的思维层次来进行
教学设计 。 ”

科学教师薛浩然也参加了实验， 他带
着学生们从观察香蕉、 养宠物等生活化课
题入手，引导他们分组讨论、换位思考，通
过各种方式去了解批判性思维。

“对批判性思维课堂，学生们从陌生到
熟悉，逐渐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它教会了学
生在行动前要做全面、真实、辩证的思考，
使得行动更科学，看待事物有理有据，能站
在对方角度上看问题。 ” （下转 2 版）

别误解批判性思维教学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