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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阅读中思维品质的培养

●肖　雯

　　

[摘要]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之一,对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至关重要.如何培养学生的思维品

质、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拓展学生思维深度,在英语教学中是十分重要的课题.随着课程改革的持续深入,

新课标对初中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学生的思维深度,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已成为一

个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探究思维品质的定义和内涵,结合当前初中学生英语阅读教学中思

维素质训练的现状,探讨在初中英语阅读教学中如何有效地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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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新

课标》)提出，核心素养是学科教育价值的集中体

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逐渐形成的正确价值观，是必备的

品格和关键能力。 它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

和学习能力。 其中，思维品质反映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

心理发展。 初中生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认知和思维尚未完

全形成，是激发和培养他们认知和思维能力的关键时期。

此外，培养思维品质可以增强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提高学

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阅

读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也是提升学生思维能力的重

要途径。 本文旨在分析在初中英语阅读中学生思维品质培

养的现状，结合英语学科素养下思维品质的内涵，探索在阅

读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有效途径。

思维品质与英语阅读

斯米尔诺夫首先探讨了思维品质的本质，他认为，思维

品质包括思维的广度和深度、独特性、灵活性和敏捷性，这

些要素应根据不同的特点加以区分。 心理学家吉尔福特提

出了思维品质的内涵，并从心理测试的角度对思维的灵活

性、分散性、创造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创造力的

核心是思维的分散性。 他还分析了阅读对个体思维品质的

培养，从而引发了社会心理学对思维品质的全面研究。《新

课标》对思维品质作出了定义，思维品质指人的思维个性特

征，反映理解、分析、比较、推断、批判、评价、创造等方

面的层次和水平。 思维品质提升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解决

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辩证思维

和创新思维。 根据《新课标》的解释，逻辑思维主要是在

思维规范和规则中形成的，批判性思维是对思想的反思和确

定表现事物事实的最佳方式的行为，创造性思维涉及敢于创

造，挑战新的观点和思想。

思维品质在英语阅读中必不可少。 逻辑思维包括对阅

读内容的总结、比较和分类，是分析和理解内容所必需的思

维品质；批判思维主要包含评价和判断，对解析语篇意义、

评判事物好坏至关重要；创造思维则是包括了创新、联想和

运用，用来理解和拓展阅读内容，也是学以致用的重要助

力。 教师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通常会提出三个基本问题：

What、How和 Why。 一般情况下，首先提问 What，引导

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了解，分析文章的主题，培养逻辑思

维；接着是 How，帮助学生分析语篇的结构，学习文章的语

言特征，调动学生的批判思维；最后通过 Why提问，深入

探讨语篇中作者以及人物的价值取向、思维情感、写作目

的，调动学生的创造思维，进一步深化文章意义。 总而言

之，思维品质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水平，同时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而正确有效的英语阅读也会对

提升思维品质大有裨益，是培养思维品质的基础。 因此，

在英语阅读教学前，教师应对语篇内容进行充分研读，深入

理解文章内涵，挑选有价值的内容开展教学，以提高教学效

率和质量。 另外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组织，保证教学有

效进行，逻辑通畅，内容不断递进，促进学生思维的不断深

入，以充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最后，及时帮助学生总

结、回顾阅读内容，巩固阅读方法、深化语篇意义，进一步

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

英语阅读培养思维品质

英语阅读在培养学生思维品质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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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语言学习范畴。 通过广泛而深

入的阅读实践，学生不仅能够显著地扩展自身的词汇量，掌

握更多精准而丰富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而提升听说读写等各

项语言技能，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批判性思维、逻辑推理、

创新思维以及跨文化意识等重要的思维品质。

此外，英语阅读还是激发创新思维的重要源泉。 面对

多元的文化背景、独特的观点阐述以及丰富的想象创造，通

过英语阅读，学生的思维界限被不断拓宽。 要鼓励他们跳

出常规框架，勇于提出新颖见解和创造性解决方案。 这种

创新思维的培育，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工作乃至整个人生

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删改碎片化练习以提升思维的深刻性

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课堂时间十分有限，尤其在阅读教

学中，需要采用更快更好的教学方式。 为了在英语阅读中

快速有效地提升思维的深刻性，需要删改碎片化练习，这是

一个旨在优化学习策略和思维习惯的过程。 碎片化练习通

常指的是在短时间内、不连续地接触和处理信息。 这种方

式虽然便捷，但往往难以形成深度理解和系统思维。 为了

提升思维的深刻性，我们需要对碎片化练习进行删改，转而

采用更加系统、连贯和深入的学习方式。 在阅读前，规划

结构化学习，制定明确的学习计划和目标，将学习内容划分

为有意义的模块或主题，并安排连续的时间段进行深入学

习。 通过结构化的学习，可以避免信息的孤立和遗忘，促

进知识的整合和深化。 在平时学习中，帮助学生进行深度

阅读与思考，减少浅尝辄止地阅读，增加深度阅读的时间。

要选择有价值的书籍、文章或报告，仔细阅读并思考其中的

观点、论据和推理过程。 通过提问、讨论和撰写读书笔记

等方式，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和思考。 在阅读过程中，培养

批判性思维的习惯。 不盲目接受信息，而是学会质疑、分

析和评价。 通过对比不同的观点、查找证据和逻辑推理，

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阅读时要专注学习，尽量减少外界

干扰，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专注是深度思考的前提，只有

集中注意力，才能深入理解和思考所学内容。 阅读过后，

带领学生持续和定期进行反思与总结，回顾自己的阅读学习

经历，思考哪些方法有效，哪些需要改进。 通过总结经验

和教训，不断优化学习策略，提升思维品质。 最后，注重

实践与应用，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情境中，通过解决问

题、完成阅读任务等方式进行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也是深化理解和提升思维品质的有效途径。

删改碎片化练习以提升思维的深刻性，需要我们采取一

系列有效的学习策略。 通过规划结构化学习、深度阅读与

思考、批判性思维训练、持续反思与总结、实践与应用等方

式，我们可以逐步优化学习方式，提升思维品质，实现更高

层次的学习和发展。

(二)增改文本分析和评价活动促进发展思维的逻辑性及

批判性

英语阅读教学环节中，通过增改文本分析和评价活动，

来促进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及批判性，逐步引导学生从结构、

信息、情感和核心概念等层面对语篇进行深入梳理、归纳、

分析和推理，以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同时促进

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要求学生在正式分析文本前，通过

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收集关于作者、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

相关信息。 这有助于他们建立理解文本的框架。 设计一系

列引导性问题，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如“作者为何选

择这个主题？”“文 本 中 的 哪 些 细 节 反 映 了 当 时 的 社 会

状况？”

阅读中，要引导学生识别语篇的整体结构，如议论文的

引言、论点、论据、结论，或是记叙文的起因、发展、高

潮、结局等。 分析段落间的逻辑关系，如因果、转折、递进

等，帮助学生理解作者是如何组织信息的。 指导学生找出

每段的关键词和主题句，快速把握段落大意。 鼓励学生使

用思维导图、时间线、流程图等工具，将复杂信息可视化，

便于归纳整理。 对于含有对比或比较的语篇，引导学生识

别并分析不同观点、事实或数据的异同点。

然后分析作者文中表达的情感，理解作者立场。 要教

授学生识别表达情感态度的词汇和短语，如褒义词、贬义

词、中性词等。 通过分析作者的用词、句式结构和修辞手

法，推断作者的立场和情感态度。 引导学生思考并讨论自

己对该语篇的情感反应，与作者的态度进行对比分析。 并

且可将文本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分析其对当时

及后世的影响。

最后是挖掘文本的核心概念，发挥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引导学生从语篇中提炼出核心概念或主题，并探讨其在整个

语篇中的作用。 要教授学生如何识别作者的假设，并分析

其论证过程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鼓励学生提出对语篇内

容、观点或论证的质疑，培养批判性思维。 可以组织小组

讨论，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 阅读完成后布置相关

写作或口头表达任务，让学生运用所学技能分析另一语篇或

阐述自己的观点，促进知识迁移和独立思考。

通过上述教学策略，学生可以逐步建立起对语篇的全面

理解和深入分析的能力，同时培养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提

升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增改真实情境活动来培养思维品质

在英语阅读教学中，通过增改真实情境活动，可以有效

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创造性。 将课文内容与日常生活

实际相联系，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或事件作为引

入切口，如购物、旅行、节日庆祝、手工制作等。 设计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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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任务，让学生在模拟的情境中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让学生围绕一个真实或虚构的项目进行研究、讨论和展示。

例如，在阅读一篇有关 DIY手工制作的语篇时。 首先

通过“What”环节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考查学生对课文

内容的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表格的形式呈现 Andrew
在DIY过程中的problems，促进语言内化，为从学习理解

到应用实践做好准备。 通过几个问题，“HowmanyDIYacＧ

tivitiesdidhedo? Whatwaseachoneabout? Whathappened

asaresult?”对文章逻辑、主题、过程进行梳理，本文是一

篇记叙文，围绕DIY这一主题，记叙了 Andrew的三次尝试

和失败的DIY经历。 文章陈述了 Andrew的动作、态度和

处理问题的方式及Suzy对 Andrew的建议。

接着在“How”环节，带领学生联系上下文猜测词义，

再通过图片的形式帮助学生理解词汇和核心语言，培养学生

的批判思维。 本文按照记叙性文本的写作特点展开，以时

间顺序，分别描述了 Andrew装灯、刷墙、搭书架的故事，

涉及的词汇如：putin、putup、powercut、makeamistake
等。 描述故事以一般过去时为主，故事简单生动，具有现

实意义。

最后在“Why”环节中，由他人对 Andrew DIY 的看

法，过渡到学生读完后对DIY 失败原因和 Andrew性格的思

考，并给 Andrew一些建议，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积极讨

论，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挖掘学生的思维品质。 此

外，Suzy也是文中出现的重要人物，通过对Suzy的推断，

旨在希望学生能进行批判性、创造性地思考，知识与实践缺

一不可。 本文通过 Andrew的 DIY趣事，让学生通过阅读

了解DIY工作的完成情况，传达了 DIY不仅是一种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挑战自我、享受过程的精神。 同时，也暗示

了仅有兴趣和热情是不够的，盲目地尝试需要不断学习和

修正。

总的来说，通过在英语阅读教学中巧妙地增改一系列真

实情境活动，我们可以极为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思维灵活性和

创造性，为他们提供更为丰富和多元的学习体验。 这些活

动不仅精心设计以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还注重引导学生将

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

综合运用能力的提升。 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学生需

要调动阅读理解、信息筛选、批判性思考以及创新表达等方

面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他们深化对语言知识的掌握，还能

在实践中不断锻炼和提升。 更重要的是，这些充满趣味性

和挑战性的真实情境活动，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内在动力，使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主动探索、积极学

习，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思维品质是英语学科核心素质落地的关键。 在英语阅

读教学中，应重视中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教师应不断探

索新的教学方法，创新教学理念，培养学生思维素质，落实

核心素质。 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学生情况和教学目标设

计相关的阅读问题，并进行评价和改进，更好地为教学活动

服务。 在课堂上，教师应不断提出问题，并且鼓励学生提

问，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批判性和创新性。 随着社会

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中学教师应不断探索适合学生发展

的教学模式，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尝试，从而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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