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3 卷◆第 11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06 

Education Research 

浅析外语类赛事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研究 
 

陶树金 

南昌职业大学 

DOI:10.12238/er.v3i11.3409 

 

[摘  要] 在教育改革与实行素质教育下,培养学生思辨能力成为教育的重要方向。学生在学习外语科目

时,可以从语言发展角度促进个体的思维能力发展。因此,本文就外语类赛事对学生思辨能力的促进进行

阐述,并对此提出策略,力求实现学生思辨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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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人才需求发生了变

革。知识的掌握不再作为衡量人才水平

的唯一标准,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创新能力的人才。一个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首要具备的就是创新性

思维。当前组织的外语类赛事能够很大

程度上发展学生的思维思辨能力,实现

学生在思维能力上的发展与提升。下面

本文将从各类外语赛事对学生思辨能力

的促进与提升角度进行阐述。 

1 思辨与思辨能力 

“思辨”这个概念是由其英语翻译

延伸而来,对其英文翻译“Critical 

Thinking”是由两个单词构成而来的,

因此思辨一词也可以从英文单词翻译角

度对词义进行理解,即“立足恰当的评

价标准,做出恰当的判断”。在此之下我

们需要对个体所拥有的“思辨能力”进

行理解,“思辨能力”可以理解为“在根

据一定标准基础上作出恰当判断的能

力”。“思辨能力”都包含一定的创新性、

发展性、建设性。具备思辨能力的个体

可以对同一事物做出多方面的分析,可

以从独特的角度思考问题,提出策略。基

于当前社会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教

育需要培养具备创新性、思辨能力的人

才的原因。 

在外语专业研究过程中,同样将学

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作为研究的重点。当

前我国语言教学对学生思辨能力的促进

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在外语类竞赛中

实现学生个体思辨能力的促进与提升仍

需要相关人员作出努力与研究。 

2 外语类赛事与学生思辨能力

的发展 

当前我国主要是以英语为第二语言,

进行相关的语言学习,同样的外语类赛

事主要以英语相关竞赛活动为主。本文

以英语阅读竞赛、英语演讲竞赛为例,

分别对不同类型英语竞赛下学生思辨能

力的发展进行探讨。 

2.1英语阅读竞赛与学生思辨能力 

就个体思辨能力来说,其主要包括

个体具备的个人思维能力及思维认知能

力。个人思维能力包括对个人的思辨进

行系统的计划、检查、调整、评估的能

力,其中还反映出个人的思维品质,如自

信、开放、坚毅等；另一方面是个人的

认知思维,这部分包含个体具备的认知

技能与所产生的认知标准。以英语阅读

竞赛为例,因此更多考虑个体的认知思

维能力层面的发展。从阅读与个体思辨

能力的发展来说,进行思辨性阅读需要

从初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

进行衡量。因此,结合阅读竞赛设置项目

来分析阅读竞赛对学生思辨能力的发展

与促进。 

2.1.1第一部分题目设置为Read and  

Know 

该部分需要调动学生在进行阅读过

程中对文章、句子含义的把握,并通过设

置干扰选项从而扰乱学生的判断。该部

分题目的设置符合考查学生思辨性阅读

的 初发展阶段,即学生正确理解语句

含义,并在把握段落大意的基础上掌握

作者的观念,能够对信息细节进行正确

判断。主要通过考查学生是否具备清晰

的、相关性的分析能力。 

2.1.2第二部分题目设置为Read and  

Reason 

该部分主要考查学生对逻辑合理性

的判断。从思辨角度出发,该类题目的设

置主要是通过给予学生一个错误的观点,

这类观点的呈现可能是基于错误的逻辑

或错误的推理上产生的。此部分题目的

设置从难度上由浅入深,在提供日常对

话到材料中设置逻辑漏洞,考查学生认

知思辨技能是否达到较高水准。学生需

要在把握材料逻辑性、相关性的基础之

上进行判断。 

2.1.3第三部分题目为Read and 

Question 

该部分主要为学生提供不同作者对

同一主体所进行的观点阐释,这部分更

加注重学生是否能够把握作者观念及作

者是否做有效论证,此部分考查学生思

辨认知能力与思辨认知标准。 

从英语阅读竞赛题目设置上来看,

此种方式更加强调竞赛过程中对学生思

辨能力的考查,从初级题目到高级题目,

更为综合、全面地考察了学生的思辨阅

读能力,对学生思辨阅读中的分析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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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总结、逻辑思维进行了考查,为当下

学生在个人英语阅读中思辨能力的发展

有着针对性的促进与提升。 

2.2英语演讲竞赛与学生思辨能力 

英语演讲活动的开展是在学生把握

英语语言基础上实现语言知识、文化知

识与逻辑思维进行融合的一种形式。对

于我国学生来说,进行外语类演讲比赛

不单单需要实现对英语的正确发音、语

调的把握,同时还需要在演讲过程中对

个人观念的阐述与表达。因此英语演讲

竞赛的开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

思辨能力,建立学生思辨思维。英语演讲

竞赛对学生思辨能力的促进与策略的采

取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 

第一、逻辑形式的训练与思辨能力

的发展。英语演讲竞赛活动需要学生立

足自己的观点基础之上进行观点的整合

与呈现,整个观点表达与语言结构需要

具备逻辑性,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

落实个人的观念。因此在准备与进行英

语演讲过程中能够促进与提升学生推理

思维。在此过程学生逻辑思维在不断推

理过程中逐渐训练起来,从而发展创造

性思维。所以在进行英语演讲训练过程

中,为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可以让学生

把握思辨能力的基本技能与标准,并在

英语演讲活动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思辨

能力的提升与完善,从而实现学生从多

个角度思考问题。 

第二、英语语言知识与思辨能力的

发展。语言与思辨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

关系,思维活动需要以语言为中介实现

完善。对概念的理解与词语的表达需要

借助语言来实现,正确理解概念与恰当

的语言表达需要通过思维活动进行,进

行英语演讲需要个体进行分析、推理等

能力,需要对语言知识进行分析与辨别,

以达到在英语演讲过程中的逻辑清晰、

言辞恰当。因此这个过程需要学习者不

停地把握词语词义、掌握句法结构,构建

逻辑思维,从而在演讲过程中表达的观

点具备连贯性、条理性与层次性。 

第三、英语演讲训练与思辨能力的

发展。整个英语演讲训练对个体的思维

能力有着相应的促进,每个阶段的训练

发展个体不同的思维能力层面。一般演

讲准备过程需要从听、说、读、写四个

方面开展,其中涉及到大量的思维能力

的运用。首先在演讲者收集材料、提炼

材料过程中,需要调动个人分析整理能

力,进行观点的归纳总结；其次,书写演

讲稿中,需要对个人观念进行反复论证

与反驳,不断进行问题的思考与解决,此

阶段需要调动个人思辨推理能力；再次,

演讲练习。此阶段需要个体对个人的演

讲稿进行口头阐述,这个过程需要个人

在确保演讲逻辑严密、论证充分的基础

上搜集观众的反应,此阶段在发展思辨

思维基础上对个人思辨品质同样得以促

进、提升。 

第四、反馈环节与思维能力的发展。

该阶段是在演讲结束后进行随机提问,

这种提问的方式能够对演讲者的思辨能

力进行考察,通过立足观点、把握逻辑、

提供论据,实现对个人思辨能力的运用

与对所提问题的解决。可通过自我评价

的方式对个人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 

3 结语 

总之,外语类竞赛活动的开展对学

生思辨能力的促进有着重要作用。即便

在当下外语教育开展过程中会存在一定

的问题与阻碍,还需相关工作人员在总

结经验基础上创新外语学习模式,普及

外语竞赛,实现学生思辨能力的提升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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