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0085432

10位ISBN编号：7560085431

出版时间：2012-12

出版时间：文秋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12出版)

作者：文秋芳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丛书: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报告耗时四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我国外语类大学生思维能力现状研究”（08BYY026）的研究结果。
这是我国首个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区的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
通过先导研究和两次正式研究，我们分析了外语类大学生与其他文科、理工科大学生在思辨人格倾向
与思辨技能方面的异同，同时通过对50名学生的个案研究，探究了外语专业学生在思辨技能上存在的
问题。
该课题研究规模大、内容广，研究方法规范、多元，研究成果具有初创性，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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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秋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
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应用语言学学会执行委员，季刊《中国外语教育》主编，双月刊
《ChineseJournalofAppliedLinguistics（中国应用语言学）》主编，《InternationalJournalAppliedLinguistics
》（国际应用语言学）杂志编委会委员。
研究领域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兴趣包括：二语习得，英语学习策略，口语测试，学习者语料库研究，
先后发表论文60篇，出版专著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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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受到西方思辨研究的影响，近年来，大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在国内教育界开始逐渐
引起关注，一些大学开始尝试通过单独开设思维课程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
清华大学开设了“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技能”选修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设了“大学学习指导”选修
课；这些课程以学习或解决问题中的策略为中心，从培养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学会如何思考入手，
来提高其思维水平（江丕权、李越2004）。
2003年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设了“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通选课，课程围绕对论证的理解、
分析、重构、评估展开，通过论证逻辑训练来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谷振诣、刘壮虎2006）。
 除尝试单独开设专门的思维课程外，国内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在具体学科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做法和
实证研究。
受国外护理学研究的影响，国内护理教育界比较重视结合学科特点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相关研
究也比较多。
王维利等（2006）在不同层次的护理专业学生中开设了思维与沟通课程，教学采用讨论式课堂教学、
社会活动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一学期的课程实践表明，学生总体评判性思维倾向有显著提高。
游坤（2007）在护理专业教学中对59名高职护理生进行了评判性思维教学实验，结果发现，采用以问
题为中心教学、病例式教学、循证护理教学、小组讨论式教学等批判性思维教学方法，提高了试验组
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思辨能力。
柳丰萍等（2008）以网络护理案例论坛为主体的综合培训措施也有效地提高了护理生的评判性思辨人
格倾向水平。
 在外语界，有研究者尝试在分析性阅读中融入思辨能力培养的内容。
刘伟、郭海云（2006）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学年的批判性阅读策略培训，结果显示
批判性阅读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对写作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文秋芳（2008）在英语专业研究生的“文献阅读与评价”课程中，将思辨能力的培养有机融入教学的
各个环节，其教学模式可操作性强，对其他学科教学中思辨能力的培养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和借鉴价
值。
此外，刘艳萍（2009）和韩少杰、易炎（2009）分别探讨了在英语演讲教学和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思
辨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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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丛书: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能力现状研究》可供研究生、高校教师阅读，用于了
解大规模调查量具的构建与实施方法，并了解中国外语类大学生思辨倾向与思辨技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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