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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有研究述评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法国的笛卡尔也有“我

思故我在”的名言。现代理论上的审辩思维最早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提出。1910年，杜威

首次提出了反省思维理论，对审辩思维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至此开辟了审辩思维

理论研究的先河。1941年，美国著名学者爱德华·格拉泽首次提出了审辩思维，并且此基础之

上建立了审辩思维的评价体系，在此之后审辩思维的研究开始兴起。

审辩思维理论在 20 世纪末传入中国，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关于审辩思维的研究内容逐

渐增多，如，冯青来研究了历史学科内对审辩思维的培养的过程和方法。赵亚夫从历史学科角

度提出了审辩式思维的重要性，认为立足于学科培养审辩思维有助于学科发展和学生的发展。

近些年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也涌现了不少的关于审辩思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探讨高中历史教学

中审辩思维培养的重要意义，以及提出关于审辩式思维培养的方法。文章多从教学实际出发，

以审辩思维作为出发点，结合目前高中历史课堂面临的问题，通过教学法的完善，增强对审辩

思维的重视程度，为审辩思维的培养提供方法。

总体来看，审辩思维在我国研究时间较短，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关于审辩思维研究多从培

养途径和实施方法来进行，切入点较大，课堂可操作性较差，缺少与历史人物这一培养审辩思

维的重要切入点的结合。高中结合历史课程以及校本课程进行审辩思维的历史人物教学，对于

学生审辩思维的发展更有帮助。

二、对课题的认识与理解

含核心概念界定、研究的价值与主要观点等。

（一）核心概念界定

1.关于历史人物教学

历史人物教学即对历史人物的生平、评价等问题的讲述及讨论。教学内容包括教材中“以事

带人”的讲述和历史人物校本课程的开发等。从另一个角度讲，历史人物不仅包括对杰出人物的

讲解，也包括对不同历史时期人物群像的分析，其中对于有争议历史人物的讨论是教学的重点。

由此，学生既认识到杰出人物对于历史发展的关键作用，更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

时，通过对争议人物评价的讨论，培养审辩思维。

2.关于审辩思维

审辩思维是经过理性思考并利用知识和证据解释、分析、评估、推论并作出判断反思的过程。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格拉泽尔于 1941年提出，即“在一个人的经验范围内，有意愿对问题

和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考虑这种态度就是审辩式思维。”《21世纪核心素养 5C模型研究报告》指

出：“审辩思维是一种反思性思维，它强调经过审慎思考并利用先前知识和多方面证据阐释、分

析、评估、推理、论证、自我调节并作出判断和决策的过程。该素养又可进一步具体化为质疑批

判、分析论证、综合生成和反思评估四个要素。”正如心理与教育测量学教授谢小庆所言：“审

辩式思维的要义是：对自己的真理要真诚，陈述自己的真理要旗帜鲜明，坚持自己的真理要勇敢；

对别人的真理要包容，攻击别人的真理要谨慎。”



（二）研究的价值

1.历史人物教学在学生成长和历史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髙中历史教学而言，历史人物是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中要求学生“能够按照时空要素建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能够

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了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人物”等，这表明了

历史人物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其次，历史人物教学的研宄有助于学生独立自主分析

能力的培养。通过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唯物史观，以史实为基础从多角度、辩证地分析历史事件，

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对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学生与老师可以进行充分讨论，形成双向互动，教

学相长。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地培养，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也有利于教师进行有

效教学，教会学生如何用正确的历史观去分析评价历史人物，从而更好地感悟历史的魅力，培养

学习兴趣。再次，历史人物教学，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途径。历史人物由于

其示范性、感染性等特点，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培养学

生的人文情怀及综合素养，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

2.发展审辩思维是提升核心素养的有效抓手

审辩思维的培养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因此，基于审辩思维的历史人物教学研究，

聚焦历史学科特质与审辩思维素养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回顾和分析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历史

事件，建立起审辩性的时空联系。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运用审辩思维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

辩证的评价，由此养成学生独立思考、理性质疑、谦逊包容、力行担责的历史思维和健全人格。

通过制定课程目标、开发课程内容、设计教学案例、优化教学方式、创新评价机制，帮助学生提

升历史思维，增强实践创新能力，锻炼公共说理技巧，最终指向是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在实施中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三、研究的目标与内容

（一）研究目标

1.促进广大学生审辩思维和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实现思维和学习方式的更新；

2.以人物教学弥补通史教学的空隙，使学生对历史形成更全面、细致的了解，将割裂的历史连起

来，从而推动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形成以及成绩的提升。

3.推动有价值的科研成果、教学案例、教育实绩的出现。

（二）研究内容

1.高中阶段历史人物教学现状的研究。

2.审辩思维的内涵和价值的研究。

3.审辩思维在历史人物教学中的探究活动设计及实施策略研究。

重点为：结合开设的历史人物校本课程，聚焦学生审辩思维的培养。





五、专家评议意见

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出意见和建议，限 1000字左右。

该课题选题科学，审辩思维聚焦学生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从历史人物入手，切口较小，可操

作性较强。研究思路清晰，研究方法可行。

关于课题核心概念“审辩思维”的定义以及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问题可再斟酌。对于研究内容

的规划可以更清晰化、体系化。

评议专家组组长签名：周永华

2024 年 6 月 18 日



六、重要变更

侧重说明对照课题申请书、根据评议专家意见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限 1000字左右（可加页）。

若对课题负责人、课题名称、成果形式、研究内容等有重大变更，需单独提交“变更申请审批表”。



七、鉴定组成员名单及签名（通讯鉴定无需专家在此签名）

八、组织论证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九、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科研处终审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展中心科研处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