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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 容 摘 要 

根据我国教育部对高校专业的分类，将我国高校本科生分为文理学科方向。

通过问卷抽样调查对其批判性思维能力进行调查研究。在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的

基础上得出如下结论：总体上看目前我国高校理科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要强

于文科本科生，其中本一类高校文理科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差距不大；本二、

本三类高校文理科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一定差距。 

    在《我国高校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此调研课题中，从一个全新的视角——

文理科本科生的学习环境、教育背景、课程设置等方面对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系

统分析，探究如何更好的在我国高校推广普及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使得我国高校

文理科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都能得以提高。 

 

关键词：高校本科生；文理科；批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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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will the 

classification of disciplin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to the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sampling for i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to investigate. 

On the basis of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samples show the conclusion: overall, at 

present our country colleg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science 

than the liberal art student, and its difference are not large that the liberal art and scienc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first rank universities; however, 

its difference are large that the liberal art and scienc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rank universities.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this research topics, 

from a new perspective that the undergraduates students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education background,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urriculum in aspects of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 by system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better way in our college‘s 

popularizat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training, let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undergraduates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improved. 

 

Key Word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Crit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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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一 研究的缘起 

在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的今天，人们不仅热衷于培养学生的智力因素，如解

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等，而且也热衷于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

素，如学习动机、自我意识、健全人格、社会合作以及道德品德等。①但是，在学

生的全面发展中，似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被冷落了，那就是批判性思维能

力的培养。然而近年来，西方教育界日益重视起批判性思维来，批判性思维被看

作是学习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可与问题解决并列为思维的两大基本技能。1998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并发表了《面向二十一世

纪高等教育世界宣言：设想与行动》，其中第九条“教育方式的革新：批判性思

维和创造性”指出：“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教育学生成为知识丰富、目的明确的公

民，能够批判性思考、分析社会问题，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运用它们解决

这些问题，从而承担起社会责任。”可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国际社

会已达成的共识，也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共同目标。 

但是目前我国对批判性思维在认识上存在宏观性、模糊性、不明确性，忽视

思维的认知能力训练等问题。例如在强调不盲从他人尤其是权威的观点，保持质

疑的态度，保持好奇心理等，但往往不进行讨论、不关心怎样实现这些停留在价

值观上的陈述。 

在教育实践上，我们未能把对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整个的课程改革相联系。

有的大学开设“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课程，大谈创新和批判性的

心理条件等等，却没有把批判性思维教育和我国教育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根据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学没有针对性，往往笼统的一概

                                                        
① 刘儒德：《论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和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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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但殊不知当教师运用“满堂灌”的形式讲解“什么是创新能力、什么是批

判性思维”时，培养的却正是与从前一样的只是在课堂笔记上“纸上谈兵”的人

才。① 

在我国现阶段，文理分科仍然是教育的一个很大特点。在高中，学生一般都

会分别纯粹的划分入“文科班”或“理科班”②，所以学生除了语文、数学、英语

之外一般只能单纯的学习史哲的文科知识或者物化的理科知识③。在高校文理分科

也有很明显的体现。从高校自身的定位和教学风格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南京理

工大学就是偏重理工科教育的高校，而福建师范大学的整理教学风格为文科性质，

当然也有很多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文理并重，但是总是有偏重文科或者理科的倾向。

另外在高校里专业的设置也有明显的文理分类，比如汉语言文学就是比较纯粹的

文科专业，而天体物理学则带有很强的理科色彩，当然也有很多专业是文理兼须，

比如经济学，也有一部分专业也并不能直截了当的一定就说是文科或者是理科的，

比如医学专业。但是总的来说高校学科专业是根据文理学科设置的还是占有很大

比例的。 

那么，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角度来看，文科学生和理科学生是否存在差别呢？

有一个思考论断题④也许能给我们一个启发： 

“即使是托马斯杰佛逊，有时也使用托词。”它与下列理由有关：“毕竟，

每个政客都必须讨好选民。杰佛逊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也是政客。至少在有些场

合，不使用托词就不能讨好选民。”假如所有理由是真的，该论断： 

A=不可能假 

B=很可能真，也可能假 

C=很可能假，也可能真 

D=不可能真 

这是我们形式逻辑的一个论断题目，文科类学生一般会从语法的角度来分析

这个论断，分析语句是否通顺，事实陈述是否准确；理科类学生往往会忽略语法

的信息，用数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而有学过逻辑学，特别是受过非形式逻辑训

                                                        
① 王玮：《重新认识“批判性思维”及其在课程中的运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页。 
② 也有高中设有综合班，但是多为针对特殊学生群体，并且数量少。 
③ 史哲的文科知识一般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物化的理科知识一般包括物理、化学、生物。 
④ 见附录一《批判性思维技能调查问卷》，第 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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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的学生，不论他的专业是什么，一般都会运用逻辑的方法，比如三段论的方法，

也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角度来给出答案。 

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理科类学生使用的数学的方法其实也是一种逻辑思

维①，与批判性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无法否定文字与逻辑的联系，但是不管

有心还是无意，理科类学生使用的数学思维方法更加贴近批判性思维。那么是否

理科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强于文科类学生呢？如果理科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确实强于文科类学生，那他们差距有多大？又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

应该如何改进教学方法使得所有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都可以得到提高？这一系

列由高校文理学科不同所引发的关于批判性思维教学的问题正是通过调查研究分

析所要探讨的关键。 

现代素质教育强调培养全面的、创新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但是文理

分科对其无疑是有一定影响的，文科专业的学生文字理解能力强，而理科专业的

学生逻辑思维更加缜密，鉴于批判性思维对国民素质教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

性，以及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对当前我国高校本科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

实际情况实施问卷调查，并根据文理专业的不同对其进行一个大致的对比，为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二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批判性思维是英文 critical thinking 的意译②。“批判的”（critical）源

于希腊文 kriticos 和 kriterion，kriticos 意为提问、理解某物的意义和有能力

分析，即“辨明或判断的能力”，kriterion 则是标准的意思。从语源上说，该词

暗示发展“基于标准的有辨识能力的判断”。将 critical 应用于思维，意味着利

用恰当的评估标准确定某物的真实价值，以明确形成有充分根据的判断。 

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定位，我们一般采取美国哲学学会运用社会调查中的德尔菲方

法③，将批判性思维界定为：“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自我调控的判断。这种判

                                                        
① 数学的方法是一种抽象的认知能力，属于逻辑思维的一种。 
② 有的台湾学者译为“批判思考”。 
③ 德菲尔计划从 1988 年开始历时三年，经过六轮磋商，达成一致意见。参加者 46 人，其中包括哲学家、教

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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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导致解释、分析、评估、推理、以及对判断赖以存在的证据、概念、方法、标

准或语境的说明。” 

好的批判性思维者既包括技能的维度也包括气质的维度。核心批判性思维技

能包括：解释（interpretation）、分析（analysis）、评估（evaluation）、

推论（inference）、说明（explanation）和自我校准（self-regulation）。下

面具体解释下这六个技能： 

（一）解释：理解和表达变化多样的经验、情景、数据、事件、惯例、信念、

规则、程序、标准的意义或重要性。 

  （二）分析：辨识陈述中意欲的和实际的推论关系，辨识问题、概念、描述

或其他表达信念、判断、经验、理由、信息或意见的表征形式。 

  （三）评估：对陈述、说明人们的感知、经验、情景、判断、信念或意见的

表征的可信性进行评价；评价陈述、描述、疑问或其他表征形式之间实际存在的

或意欲的推论关系的逻辑力量。 

  （四）推论：辨识和把握得出合理结论所需要的因素；形成猜想和假说；考

虑相关信息并从数据、陈述、原则、证据、判断、信念、意见、概念、描述、问

题或其他表征形式导出逻辑推断。 

  （五）说明：陈述推理的结果；用该结果所基于的证据的、概念的、方法论

的、标准的和语境的相关术语证明推理是正当的；以使人信服的论证形式呈现推

理。 

  （六）自我校准：自觉监控自己的认知活动、用于那些活动中的元素和得出

的结果，特别将分析和评估技能应用于自己的推论性判断，以质疑、证实、确认

或校正自己的推理或结果。 

三 学习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一）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意义凸显 

  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知识的产生和传播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

信息高速公路、国际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不可胜数的、包罗万

象的各种信息，影响着人们的各种活动。然而，即使互联网能快速地对人们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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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任何一个问题提供各种答案，如果人们不知道答案的确

切含义，各种答案也只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对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学生来说，

就会被这个时代浩如烟海的信息所淹没。 

  西方国家在大学教育中强调批判性思维的教育，正是与信息时代这一特殊背

景紧密相连的。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虽然可以从杜威的思想中找到它的早期影

子，但仔细分析批判性思维训练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的

兴起是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发展的产物。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布什都支持美国高等

教育的总目标要优先发展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这是网络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

发展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其中一点就是发展和提高大学生在知识经济时代对知

识的选择、理解、消化和评价的能力，增强大学生对来自互联网和各种大众传媒

的形形色色的信息的辨别与区分能力，从而抵制各种消极思想的影响，增强自身

在新时代的适应性。 

  （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为创新提供了条件 

  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经济的强劲增长和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劳

动者的创新能力。要创新，首先就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从普遍认同的定论、不

可更改的事实中找出和发现不合理的因素。为了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人们

善于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遇到的一切事物。它不但要求人们有批判性精神，还要

求人们有进行批判所必备的心理技能。西方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正是从这样一个层

面来理解发展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战略意义的。它们强烈地意识到劳动者的较高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经济强劲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发

展，就必须大力发展新一代社会劳动力的批判性思维。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呼唤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知识经济时代是崇尚批判性思维的时代，因为它是推动知识社会前进的主要

动力。然而，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实践中，批判性思维教育环节十分薄弱。批判性

思维与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研究与实践都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大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状况并不容乐观。长期缺乏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进行有目的的培养，致

使不少学生习惯把从教科书、报刊上看到，从电影、电视等大众传媒中听到的东

西当作是不变的科学真理、规律、定论和确信无疑的事实，甚至有少数学生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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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生活中的传说、迷信的东西也不假思索地接受过来。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教育存

在的这种不足与我们的社会发展和进步已经不相适应。因此，极有必要在高等学

校中加强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和教育实践。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与意义 

一 采用的具体的方法 

本论文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解释性研究为辅。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我国高

校本科大学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考察，特别是对我国高校文理学科本科生批判性思

维能力的分别考察，发现我国高校文理学科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实际状况，

这叫做描述性研究。同时，我们尝试对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进行探索，这属于解

释性研究。 

本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三种：问卷调查方法、配额抽样方法和统计分析方

法。抽样、问卷和定量分析三结合的研究方式，是现在社会学定量研究中最常见，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研究方式。我们期望这三种研究方式能有助于达到预期的目标。

现简述如下： 

（一）问卷调查方法 

之所以采取问卷法，是因为：第一，它更能节省时间、经费和人力。第二，

由于问卷法可以匿名①，有利于保护填答者的隐私，提高填答质量。第三，采用封

闭式的问卷，有备选答案，问卷资料方便于计算机处理和定量分析。 

（二）配额抽样方法 

为了获得合适的研究样本，我们采取抽样方法里的配额抽样方法。根据我国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本科生的不同性质，区分为文科类本科生和理科类本科生两

大群体；文科类大学生又分为 985 本一文科类学生、211 本一文科类学生、本二文

科类学生、本三类文科学生；理科类本科生又分为 985 本一理科类学生、211 本一

                                                        
① 在实际调查中，我们采取匿名和具体相结合的方式，由调查对象自愿选择。具名者可以获悉其所关心的测

试成绩。这样做也有利于提高调查质量。——参见附录二：批判性思维技能调查问卷答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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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类学生、本二理科类学生、本三类理科学生。①这样，最终将我国高校学生区

分为八个小类，并根据上述分类，在每类学生中抽取一定数量的样本。 

抽样方法采用非随机抽样法，主要是出于对人力、财力和时间等方面的考虑，

并且还顾及到调查对象是否积极合作的实际情况。 

（三）统计分析方法 

对问卷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主要是定量分析中的单量分析，考

察其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 

二 高校文理学科的划分 

既然本论文旨在探讨和研究我国高校文理学科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现状，那

么论文中对我国高校文理学科应该如何划分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同时也是非常

困难的一环。为了避免混淆视听，这里的文理学科指的是学生进入高校后所就

读的专业的文理学科的倾向性，而并非学生进入大学之前高中学习中文科班与

理科班的划分。由于高校专业类别繁多，各个专业交集也十分频繁，要想清清

楚楚完完全全的把所有专业都划分成非文既理的专业是不可能的。更有一些专

业是独立于文理学科之外的，自成一个派系。本人查阅了很多资料，此前也没

有人就高校文理专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要划分我国高校文理学科而

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只有从批判性思维研究的角度出发，参考教育部发表的

高校专业分类表，然后在我们调查研究的范围内挑选一些文理学科特征鲜明的

专业进行数据分析，从而得出一个相对能让人信服的我国高校文理学科批判性

思维能力的调查研究报告。 

 

 

 

 

 

 

                                                        
① 211 本一类学生仅指 211 高校的一类本科生，不包含 985 高校的一类本科生，与 985 本一类高校分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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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专业分类如下表所示： 

 

表 1：教育部高校专业分类表 

高校专业的分类 具体专业 

理学科目分类 材料科学类、大气科学类、地理科学类、

地球物理学类、地质学类、海洋科学类、

化学类、环境科学类、科技信息与管理

类、力学类、生物科学类、数学类、天

文学类、物理学类、心理学类、信息与

电子科学类 

医学科目分类： 法医学类、护理学类、基础医学类、口

腔医学类、临床医学与医学技术类、药

学类、预防医学类、中医学类 

 

农业科目分类： 动物生产与兽医类、管理类、环境保护

类、农业推广类、森林资源学、水产类、

植物生产类 

工学科目分类： 兵器类、材料类、测绘类、地矿类、电

工类、电子与信息类、纺织类、工程力

学类、公安技术类、管理工程类、航空

航天类、化工与制药类、环境类、机械

类、交通运输类、林业工程类、农业工

程类、轻工粮食仪器类、热能核能类、

水利类、土建类、仪器仪表类 

历史学科目分类： 历史学类、图书信息档案学类 

 

文学科目分类： 语言类、新闻学类、艺术类、文学类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绪论 

 9

哲学科目分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哲学类 

法学科目分类： 法学类、公安学类、社会学类、政治学

类 

教育学科目分类： 教育学类、思想政治教育类、体育学类

经济学科目分类 工商管理类、经济学类 

资料来源：教育部：《中国 2009 年高考招生计划》，中国教育部，2009 年 5 月。 

 

而本次问卷调查所涵盖的高校专业如下：中文专业、公共管理专业、材料专

业、会计专业、法学专业、国际贸易专业、数学专业、英语专业、车辆工程专业、

行政管理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中药学专业、服装设计专业、管理工程专业、

市场营销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广告传媒专业、日语专业、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专业、计算机专业、治安管理专业、经济侦查专业、会电专业、金融学专业、财

管专业、哲学专业、财文专业、广告学专业、税电专业等。 

通过排除不符合调查要求的专业，最终挑选出具有鲜明文理特性并且代表性

较强的一些文理学科专业作为样本： 

文科：中文专业（985 本一），哲学专业（985 本一），英语专业（211 本一），

法学专业（211 本一），英语专业（本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二），汉语言文

学专业（本三），广告传媒专业（本三） 

理科：材料专业（985 本一），化学专业（985 本一）会计专业（211 本一），

财管专业（211 本一），数学专业（本二），车辆工程专业（本二），计算机专业（本

三），会计专业（本三） 

其中高校专业调查样本 985 本一高校文理各一，211 本一高校文理各一，本二

高校文理各一，本三高校文理各一。 

三 研究的意义 

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当前国际社会上，高校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标准之一。通过问卷调查以及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可以大致了解我国高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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