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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现行的教育模式，特别是认知领域和评价体系中的不合理因素限制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建构主义n学思想强调个体对知识的章义化，主张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批判
性认知是其理论框架的 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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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判性认知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接受式教育模式，个体总是获取定论式知识，而批判性学习主张学生努力探索发现知识，不以定论接受信息，而是使个体进行某种心理活动，对信息进行重新

排列组合，最后纳人自己的认知结构中，形成认知飞跃．多年来，我国的教育改革步子甚小，”拷贝式”的人才思维培养仍是主流。这一弊端的形成不能全部“归

功”于“班级授课制”，只能说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还没能跟上社会科学文明的发展变化， 而是滞后于社会发展总趋势。批判陛思维的培养没有在教育中得

到全面落实。由于教育思想的滞后性，使得教学环境、评价体系等对个体发展都处于一种相对致的水平上，教育本身就没考虑学生个性品质的差异性。而受教育者

为了适应社会人才选拔的需求，不但认可了这种教育理念，并主观抑制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自身变得不能有效地驾驭知识，而变成了知识的奴隶，批判性认知

的教育思想无从体现。所谓判性认知，就是允许个体对所接受的信息有选择地同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相结合．产生丰富的联想．形成个性化品质。现存教育的结果是

趋于群体思维的一致性．这使我们很难看出未来学生创新性的潜质。我们 说个体个性品质的差异性是成功教育的所在，学生对问题的“百花齐放”是教育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现存的课堂教学几乎无  例外地强调学习效果的趋同性，教学内容一致，答案一致，评价方式一致，小允许学生突发奇想，倡导学生学课本、记课

本、用课本，课本是一切的归宿。再有，在我们的人才选拔体制中，考题有意限制学生思维，学生对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教师所思、课本所写，正确的答案只能有一

个，那就是事先准备好的不能越雷池一步的教师或专家的主观思想。本来丰富的联想是人脑的特性，而这种教育把联想加以禁锢。因此，我们的教育是使学生对所

学的知识“世袭”而不是批判地吸收．这很难使学生把所学的知识 融入自身的知识体系中，更谈不上实际的应用。信息时代知识的爆炸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对人才

的需求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应用型人才，如书架人才、工匠人才，已经难以适应时代的特质，而素质全面、接受能力强、智能型、创造型人才在时代的激烈竞

争中愈来愈显示了充分的活力，这也就对信息时代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教育人文精神的实现和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更加迫切。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将被迅速更新，智力、创造力的竞争将是白热的状态，因此，如果不能把握知识创新脉搏，土动学习、上动创造，也许会—朝花夕

逝”、“江郎才尽”败下阵来。现代心理学认为，合理的知识结构有利于同化原有知识、概念而形成新观点、新概念。知识功能单位(指一组在内容上有必然逻辑联

系的信息)容量越大，思维的跨度越大，跳跃性越强．创造性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能否产生新颖独特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是否具有兴趣广泛、好奇心

强、富有想象、独立自主不墨守成规等个性品质。而这些品质的产生都源于救育本身的理念．教育须打破长期以来所遵循的统一格式和腔调的评价模式，尊重学习

的主体，完全“以学生为中心”t评价标准多样化．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并尽可能地为学生创设良好的教育技术环境，使学生充分发挥想象力．学习不应该有现成的答

案，教师要创造一种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的气氛，使学生富有发现的机会．教师能提出具有诱发性的问题．使学生体验到知识的某种不确定性，在批判中建构自身

的知识体系。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最根本的出路是立于创造的艄头，这就需要有超前横断意识．所渭胡前横断意识就是把握前沿并主动创造的危机意识。因

此，我们说要改革目前的“答案式教学”，培养学生自身的批判性认知，一方面是尊重人性，同时电是知识创新，形成有价值的知识体系所在。 

    二、批判性认知是建构主义重要思想 

    建构主义是认知主义的新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非常强调学生在知识掌握过程中个体的作用，认为 知识不是由教师传授的，而是学生在一定情境中通过

自己的探索发现，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意义的建构是教学活动的最终目标．即只有学生主动建构知识才是有意义的，教师成为实现学生知识建构的促 

进者、帮助者和指导者。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学生对外郡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批判性认知允许个体

对所接受的信息有选择地同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相结合，产生丰富的联想，形成个性化品质．因此也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根本不是要求学生头脑中信息储存量的增

加，而是看是否对知识的建构意义化，亦即看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在一定的

情境教学下，每一个体对事物是不应该得到相同的意义建构的．建构主义思想就是使学生个体构建自己的独特的意义，形成自己独特的认知结构，建构出富有个性

化色彩和创见性的意义。可见批判性认知是认识自然、社会重要的思维形式．其内吉于建构主义之中，是建构主义重要思想。 

    建构主义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认为是最终答案，而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假设，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与意义赋予由个体决定，个体以已有的经验

来建构。由于个体经验背景有一定的差异性，其建构的意义也就多样化，亦即批判性的结果。其也必然随着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而不断地变革、升华和改写。教学

不能把知识作为预先决定了的东西教给学生，不要以教师对知识的理解方式来作为让学生接收的理由，用社会性的权威去压服学生。学生对知识的接收只能由他们



自己来建构完成，以他们自己的经验为背景来分析知识的合理性。这种观点对传统课程和教学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其也就是要求对各种信息采取批判态度，用

批判来构建理性，使理性得以丰富、深入，井主张对直接或间接知识在批判的基础上完成自身认识．而这种认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背景及经验各不相同，对每一问

题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五花八门．这种意义建构无疑尊重了个体对知识的体验，使不同个体的创造性思维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其结果是群体的创造性思维成辐射状，

这为认识大干世界提供了多向性思维．教育家们也更明确、更坚定地提出教育要从·知识导向”向”能力导向”转变。教育的目的要从获得知识、培养能力走向人

的全面发展．达到更高的人文境界，使人性得以解放、思维得到拓展．使原来“拷贝”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建构主义批判性认知的教育环境中变成人才思维的多

样化生产．‘ 

    建构主义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中更能显示其批判性力。多媒体本身的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可以向学生呈现生动的问题情填．枯燥、抽象的信

息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只有从真实情境出发，通过分析解决真实问题，才能促使学生获得与建构知识．智能化、网络化特性支持个别化教学，易于因人而

异，为建构主义思想的贯彻执行提供先决条件，为批判性认知提供了最大可能．传统的课堂教育是规范化的、模式化的、千篇一律的以教为中心的培养应用人才的

教学模式，它忽视学习者的主体差异，是工业时代的一种“产品化生产”，其根本弊病在于遏制了受教育者的个性．而个性与创造能力的培养有着密切联系，个性

化的学习方式、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和个性化的实践途径意味着独特性。而独特性是创造性的基础．现代教育技术提供个别化教学环境的意义在于培养和发扬人的个

性．利用建构主义进行的教学设计，无疑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产生与发展，使学生在相互协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

中，实现意义学习．显然，在这种模式下，学生完全是认知的主体．    

     学习不再是对知识的记忆，而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以及获得信息、分析信息、处理信息和利用信息能力的发展． 

    建构主义理论对人自身的价值在于主体在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同时，更自然地建构了主体的人，尊重了人的发展．知识结构的重组和建构活动更是人的素

质的建构活动．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是适合“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信息时代的先进教育理论，其对知识学习具备批判接收的合理内核，为教师实施素质教育

的教学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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