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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辩式思维究竟是什么 
 

北京语言大学  谢小庆  刘慧 
 

 
    审辩式思维：三种必备能力之一 
    当下，“审辩式思维”已成为教育领域谈论的热点话题之一。那么，审辩式思维究竟是什么？ 
    “维基百科”中关于审辩式思维的介绍是：“审辩式思维是一种判断命题是否为真或部分为
真的方式，审辩式思维是学习、掌握和使用特定技能的过程。审辩式思维是一种通过理性达到合

理结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基于原则、实践和常识之上的热情和创造。” 
    在相关文献中，关于审辩式思维的定义至少有十几种。综合不同定义，我们认为可以用 12
个字描述审辩式思维，即“不懈质疑，包容异见，力行担责”。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会轻易相信家长、教师、领导、专家和权威的说法，他们会用自己的
头脑独立进行思考，不懈质疑。他们会想：家长、教师、领导、专家和权威们这样想、这样说、

这样做，那么，我自己应该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思考、学识、情感、经

验和理性作出独立的判断。这是一个审问、慎思、明辨、决断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的是审辩式

思维。他们并非一概地拒绝和反对他人的意见，而是在经过自己的思考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接

受或者拒绝他人的看法。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是“手电筒只照他人”，不是仅仅质疑他人，他会“双向质疑”，既
质疑他人，也质疑自己。他会想到，别人可能是错的，自己也可能是错的。 
    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不是“口头革命派”，不是坐而论道，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行动者，力
行担责。面对复杂、艰难的选择，他们会勇敢、果断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付诸行动，并坦然面对

行动的后果，承担自己的责任。 
    进一步展开说，审辩式思维是 21 世纪人才必须具备的三种能力之一。另两种能力是口头和
书面表达能力、逻辑推理能力。 
    审辩式思维表现在认知和人格两个方面。其突出的特点表现为： 
    其一，凭证据讲话； 
    其二，合乎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其三，善于提出问题，不懈质疑； 
    其四，对自身的反省，和与此相关联的对异见的包容。 
    其五，对一个命题适用范围有深度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对人要宽容、课堂要以学生为中心、
顾客是上帝、有志者事竟成⋯⋯这些命题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都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

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 
    其六，直面选择，果断决策，勇于面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自己的责任。 
    移动互联网使知识的获取日益便捷爛如今，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审辩式思维是创新型人才必须具备的能力，教育最重要的任务

之一，是培养学习者的审辩式思维能力。 
    如何培养：敢于向“真理”挑战 



 

第 2页 共 3页 

    为了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首先需要告别寻找标准答案的教育。 
    教师需要明白，自己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传授给学生一些知识和标准答案，而是提高学生的思
维水平。当下的中国教育，习惯于让学生找出标准答案，习惯于将标准答案告诉学生。在这样的

教育中，学生迫切需要寻找标准答案，若找不到答案就会感觉很焦虑。于是，学生逐渐缺乏怀疑

和创新精神。这种状况，窒息了教育的活力。 
    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常常面临许多艰难的选择。学生需要从小学
习怎样作出基于审辩式思维的谨慎选择，并准备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如果习惯于从教师那里

获得标准答案，而不是自己作出选择，学生在未来的人生中必然会缺乏与他人竞争的能力。 
    其次，要尽量引导学生质疑一些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东西。许多在生活中似乎是“理所当
然”的命题，其实经不住追问。 
    例如，尽管我们每个人都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语文，但很少有人问“什么是语文”。实
际上，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人们依然没有共识。基本的看法有 4种：第一，语言和文字。口头为
语，书面为文。语文课是发展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课程。第二，语言和文学。《红楼梦》的主题

思想是什么？《西游记》的描写手法怎样？这些属于文学，不属于语言。第三，语言和文化。中

国人爱喝热水，西方人爱喝凉水，中国人结婚穿红色衣服，西方人结婚穿白色衣服⋯⋯这些都属

于文化。语文课不仅要教语言文字，还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第四，语言和人文。教育部颁布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包含“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这些都属于人文。 
    又如，我们常常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说法能成立吗？让一个半饥半饱、一边学习
一边帮助父母维持家庭生计的孩子，与一个父母用重金聘请优秀辅导教师的“土豪”孩子在“分

数面前平等”，真的合理吗？真的公平吗？实际上，如果全国用同一张高考试卷并坚持“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那么这些不幸出生在边远地区的孩子，就几乎没有进入北大、清华读书的机会。 
    再其次，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讨论一些并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例如：在地铁上该不该给乞丐零钱？被同学打后还不还手？是否去向老师告状？发现同学犯
了错误是否向老师举报？看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让梨的孔融是善是伪？上课时困了可以睡觉

吗？得病后是否去看中医？1950年中国应该出兵朝鲜吗？中国是抗日战争的战胜国吗？ 
    …… 
    这些问题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学生的审辩式思维水平可以
得到提高。 
    怎样测试：利用“假设辨认” 
    测试审辩式思维水平有许多种题型：事实支持主张、事实反驳主张、对论证进行评价⋯⋯然
而，审辩式思维水平测试中还有一种题型被称为“假设辨认”。 
    当你说“我将于六月份毕业”时，你的陈述中包含一系列的假设。例如：我将活到六月，我
可以通过毕业考试，我可以达到学校的毕业要求⋯⋯所谓“假设”，是指一些预设的前提假设，

是一些不需要讨论的前提。“假设辨认”题目中，文本是一个命题或陈述，题目是这个命题可能

包含的假设。考生需要在“属于必要假设”和“不属于必要假设”之间作出选择。 
    例如：我们需要节省时间，所以我们最好乘飞机去。 
    第 1题：乘坐飞机比乘坐其他交通工具需要的时间少一些。 
    A.属于必要假设 
    B.不属于必要假设 
    第 2题：乘坐飞机旅行比乘坐火车旅行更方便。 
    A.属于必要假设 
    B.不属于必要假设 
    （1-2题答案依次为：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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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国教育广泛流行的是形成于几十年前的学习方法，是深受苏联影响的学习方法。这
种学习方法把学习过程理解为学生学习和掌握“科学真理”的一个过程，理解为教师向学生传授

“科学真理”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在今天的学校教育中，讲授一些标有“科学真理”标签的东

西其实是非常可疑的。这种学习方式，极大地摧残了学习者的好奇心，打击了学习者的怀疑精神，

压抑了学习者的创造性。 
    今天需要改变这种陈旧的学习方式，不应再简单地向学生灌输特定的结论，而应倡导研究性
学习，发展学生的审辩式思维能力，使学习成为一个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忆和

拷贝的过程。 
    链接 
    就审辩式思维给教师的建议 
    美国哲学学会关于审辩式思维的一项报告中，就审辩式思维的教学和测试向教育工作者提出
以下建议： 
    所有课程的教学目标都需要包含培养学生审辩式思维和良好思维习惯的内容，让学生运用这
些技能解决本学科中的具体问题，尤其是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教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将

自信建立在自身的理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死记硬背的知识之上。教师应努力帮助学生形成开放

的心态，对问题习惯于考虑多种可能性。 
    只有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发展审辩式思维的人格气质和认知技能。如果一个人仅仅
停留在思考层面，如果他不能将思考的结果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他就不能被视为一个具有审辩

式思维的人。 
    从幼儿园开始就需要注意发展儿童的审辩式思维。例如，引导儿童学习推理思维，学会考虑
各种可能性，学会理解他人的想法。教育部门需要从小帮助儿童养成以审辩式思维为特征的良好

思维习惯。审辩式思维教学不应仅仅针对那些准备上大学的人，也不应从大学阶段的教育才开始。

那些推迟到学生进入大学以后才开始的审辩式思维教育，往往成效甚微。 
    不论是专门的审辩式思维课程，还是具体的学科课程，所有学校的正规课程都需要包含一个
清晰的关于审辩式思维教学和评价的部分，都应该明确提出审辩式思维发展的课程要求。 
    在教育的各个阶段，都需要提出审辩式思维方面的最低要求。在每个年级的升级评价、高中
毕业考试、大学入学考试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都应包含审辩式思维方面的最低要求。 
    在开发审辩式思维测试工具时，需要重视测试工具的质量，需要对测试工具的效度（有效性）、
信度（可靠性）和公平性进行检验。审辩式思维测试应避免测试那些仅仅依靠死记硬背就可以答

对的题目，应避免考查对特定知识内容的记忆。 
    审辩式思维评估应经常性、持续性进行。评估结果需要反馈给学生、教师、家长和相关机构，
使相关人员能清晰地看到学生审辩式思维水平的提高。这种反馈信息，不仅可以促进课程目标和

课程计划的改进，而且可以成为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 
    任何一个学科，都应该启发学生的好奇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教师应引导
学生对不同看法展开讨论，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能仅仅教条、武断地告诉学生“应该如何”，

还需要告诉学生这样做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