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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应作为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重要方面，以培养大学生思想的自主性，但英

语作为外语 （ＥＦＬ）的写作课堂教学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批判性思维是一个社会认知过程，在 ＥＦＬ写

作中，写作者与读者在特定情境下利用自己的经验、观察和知识进行互动，教师以写作理论指导将批判

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引入ＥＦＬ写作课堂，在教学实践中利用学生的写作热情，通过写作实例、初稿研讨会，

以及肯特 （Ｋｅｎｔ）的一对一 “辅导”方法来实施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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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写作在个人与专业生活中具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将ＥＦＬ写作视为大学英语课程中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亦不足为奇。如今，大多数的大学

写作教学计划都很重视学术成功和终身学习所需要的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培养，［１－２］即大学生写

作者应质疑书面文字所载论点的正确性，而非盲目地

接受他人的思想，需具有批判性精神；应鼓励学生评

判他人思想、显示身份、表现其思维的自主性。

然而，许多英语作为外语 （ＥＦＬ）的写作课堂
却忽略了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重要性。

更具体地说，在教学中，大学ＥＦＬ写作教学不重视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能力的发展和培养，批判性

思维和自我表达不为传统的教育体系所接受。ＥＦＬ

教师通常认为，由于学生在母语 （Ｌ１）写作中未接
受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教育，他们可能在ＥＦＬ
的写作中同样也缺乏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３］另一

原因或为大学ＥＦＬ教师不重视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
达的概念，往往认为学生不具备将自己的观点、判

断，批判性地植入书面作品的能力。然而，这些臆

断并不可靠，需要进一步的探究。

更进一步的解释可能是，“ＥＦＬ学生成长于强
调群体、和谐、统一的社会环境，因而缺乏批判性

思维能力”［４］。例如，人们通常认为，ＥＦＬ写作教
学中的大学生要完全忠实于作为课程教材中的课文

内容 （例如，教材和讲义）。结果，当其进行 ＥＦＬ
论文写作时就会困难重重，不能得心应手地在写作



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或看法。

由于受到写作后过程理论的启发，本文尝试提

出一些教学任务建议，为 ＥＦＬ大学写作课堂中的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找到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写

作后过程理论提出，写作 “永远是社会性的；主

观性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读者总是受到社会关

系的影响；写作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增强学生对

自身无层次话语结构的意识”。［４］人们认为，批判

性思维教学理论实际上蕴含在写作后过程理论中

———两种理论并不相互排斥。相反，写作后过程理

论为批判性思维教学与其他理论 （例如，社会理

论）的结合提供了开放的空间。

一、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

２０世纪以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西方国家受
到了高度重视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国内

不少学者对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展开了多方

位的研究。许多教育工作者很重视ＥＦＬ大学写作课
对批判性思维教学的需求，但是，不同的研究人员

和教育工作者对批判性思维的概念给出了不同的定

义。首先，批判性思维被视为一种 “正在进行的活

动”，这种认知特点导致了不同定义的出现。［３］当学

生写作者参加ＥＦＬ写作活动时，应从中获得批判性
思考的能力。例如，将批判性思维定义为 “……做

出合理的判断”，这可能暗指从 “研究论文的构思

到得出结论”都是在使用批判性思维进行判断而得

出合理的结论。［５］其次，利奥 （Ｌｉａｗ）也将批判性思
维定义为：“涉及信息、经验和世界性知识的运用，

并允许ＥＦＬ学生寻找替代方案、做出推理、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并据此以各种复杂的方法来表达论

证”。［６］再次，批判性思维还被定义为一种综合性的

多种技能的认知能力。例如，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

而上的策略，并用推理的方法认识、理解、分析问

题，从而验证主张和论点的可靠性。不难看出，批

判性思维是一种复杂的概念，可以用于支持ＥＦＬ写
作中的分析、推理、判断，并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

凸现出学生写作者的主体性。

在本文中，ＥＬＦ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定
义为：在写作中，运用现有的信息、以往的知识、

经验及世界性的知识，分析事实、提出观点、列举

论点、维持主张、作出比较、判断论点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因此，如果观点或论点来源于现有信息，

则学生们就有能力将其观点或论点转化为自己的语

言。如果观点或论点来源于学生以往的知识或经验，

则学生们就有能力在自己的书面作品中明确阐述这

些观点。所以，使用以往的知识或经验就被视为写作

过程中形成观点或论点的有利工具。这是因为此类以

往知识或经验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或同龄人之间的社

会调解而获得，而社会调解又可作为一种商讨学生论

点的工具，且有助于促使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斯泰普尔顿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
等研究人员指出，在书面作品中，学生应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１）文章的主旨和目的———尝试评价这
些观点的形成或思辨过程；（２）判断语境———理解
语境的特点；（３）书面作品中阐述的理由；（４）书
面作品中提供的论证 （如事实或依据等）；（５）主
张的优缺点。［７］这一概念表明，学生写作者需要在

写作中创作出新颖的内容，以便做出假设或形成论

点；继而对其进行分析、论述、维护、评价、推断

并从中得出论证结论。

为使 ＥＦＬ教师能对学生所提交的书面作品的
批判性思维做出评价，斯泰普尔顿 （Ｓｔａｐｌｅｔｏｎ）提
出了以下六个主要评估依据：（１）论点———由事实
和数据等支持的主张，但需要注意，无根据的主张

属于意见，不能被归类为论点；（２）理由———用于
支持主张的表述；（３）证据———用于支持论点的表
述；（４）对反对意见与驳斥的识别———对主张中出
现的此类意见提供另一种解释的反驳意见；（５）结
论———努力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观点的表述；（６）
论证缺陷———推理过程中出现不曾对主张表现出充

分支持的论证错误。［７］

本质上可以这样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个社会

认知过程。在创作或写作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

人际互动和自己头脑中观念间的互动。换言之，在

写作过程中，学生写作者与读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互

动，继而利用自己的经验、观察和以往的知识筛选

互动的内容。正如拉马纳坦 （Ｒａｍａｎａｔｈａｎ）和阿
特金森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所言，为了使学生写作者批判
性地思考，该学生必须具有不受 “替代性主张或

论点等其他外来的独特观点和见解的干扰影响。这

种说法颇具说服力”［８］。这样的主张就意味着，如

果要培养学生在 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学生写作者必须具备极强的分析、评价、推理、解

释、判断等能力，而且还要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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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看法。因此，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在外语

（ＥＦＬ）或第二语言的写作和学习中的关系是亲密
无间、相得益彰的关系。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就是自

我表达能力的培养；ＥＦＬ论文写作中没有自我表
达，也就没有批判性思维。

二、ＥＦＬ写作中的自我表达

“表达”一词起源于巴赫金 （Ｂａｋｈｔｉｎ）作品的
一种比喻性概念，同时 “人们以一种散漫轻松的

方式来使用它，以至于几乎可用来指任何事

情”［９］。在ＥＦＬ写作或创作中，不同的研究人员和
教育工作者也因此对自我表达的概念给出了不同的

定义。例如，松田 （Ｍａｔｓｕｄａ）等研究人员将写作
中的自我表达定义为：个人的身份，该身份反映个

人不同于其他的思维自主性。［１０］无独有偶，伊万尼

奇 （Ｉｖａｎｉｃ）和坎普斯 （Ｃａｍｐｓ）也将写作中的自
我表达定义为：“自身观点、权威性和身份的表

达”［１１］。显而易见，他们都将信仰与价值观、如何

看待自己与读者间的关系、如何把观点融入书面写

作等视为组织语言、构建和解析自我表达的主要影

响因素。自我表达的概念还被生动形象地定义为：

“在纸上捕捉个体表达”的写作。［４］

综上所述，“自我表达”亦可以理解为，在

ＥＦＬ或第二语言写作中 “个体的表达也是众多表

达的反映。”［４］这些表达在社会中形成，其中的个

体表达就是 “存在于社会但又不断变化的事

物”［１２］。简单地说，“个体表达”是 “语言表达在

文化范围内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不断了解，进而

成为内在和外在特征的过程”［６］。

鉴于上述定义的讨论，本文中 “自我表达”

的概念则应当定义为：作者文章中显现出来的

“使该作者有别于其他作者的写作特色”［１３］。写作

中的自我表达被看作：“（１）观点的表达 （文章的

表达）；（２）戏剧化的表达 （文章的人物或隐指作

者）；（３）可辨认的或与众不同的表达；（４）具有
影响力的表达；（５）具有说服力的表达”。这一观
点表明了写作中的 “自我表达”能力需要通过一

系列的 “语言修辞和语言学习”方可获得。［５］

从应用的角度出发，正如阿拉哥兹鲁 （Ａｌａｇｏｚｌｕ）
所言：“经证明，要鉴别书面论述中作者的表达存在

一定的困难，因为涉及观点的使用，并不是直接引用

别人的观点，而是语言运用的复杂组合”［１］。例如，

使用第一人称 “我”和第二人称代词 “你”，呼格，

“嘿，伙计”和明确的表达标记 “依我看来”。

基于以上思考，可以这样认为，ＥＦＬ写作中的
“自我表达”是ＥＦＬ大学教师应在写作课程中教授
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由于写作中的 “自我表

达”能力的获得有助于学生写作者将其观点、见

解、经验及以往的知识融入自己的作品，所以

“自我表达”能力可允许学生写作者构建和解析自

己的观点。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培养学生写作者

获得批判性思维能力，继而帮助他们在特定学术论

述的基础上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或论点［１］，［５］。由此

说明，ＥＦＬ写作或创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
并不相互排斥，相反二者应被视为大学 ＥＦＬ写作
教学中的双能力。下图１描述了大学 ＥＦＬ写作教
学中批判性思维与自我表达的关联性。

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

（即接受、拒绝或中止判断他人意见的能力）

↑
ＥＦＬ写作
↓

你必须有自己的表达

（即，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特权或自由）

图１　大学ＥＦＬ写作教学中批判性思维与自我表达的关系

三、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需求

毫无疑问，中国等亚洲文化中的权威、社会和

谐、尊敬师长的社会价值观受到高度赞赏。［６－７］在

这样的学习环境中，ＥＦＬ学生过去总是把教师看作
权威人物，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唯一知识来源的传

播者。从对大学生的英语写作的研究中发现，大部

分学生仍然受限于权威的观点，缺乏独立思考的能

力和个人见解［１４］ （自我表达）。这些传统教学事

例说明，在教育体系中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等因

素并未被明确地受到重视。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

是ＥＦＬ学生在写作中确实拥有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自我表达能力。［１５］这些传统的教学现状似乎仅只

“适合传统教育体系的说教式或基于概念的教学，

因为这种教育系统的学习只是以记忆学过的知识为

中心，而无需思考”。［１］因此，大多数的大学 ＥＦＬ
学生仍难以在写作中表达其与众不同的论点、阐

点。他们往往倾向于阅读或抄写读过的内容，而不

是通过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去筛选内容。结果，他们

的思维现状被评价为 “思辨缺席”。［１６］孙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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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芳、刘润清等众多英语语言专家都呼吁加强对大

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１７－１８］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是大学英语写作指导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部分，它能让学生清晰地表达

自己的想法，并将自己的观点运用到写作中。教师

在ＥＦＬ写作课堂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指
导不仅能帮助学生运用自己以往的知识、经验和其

他信息来识别、评价、构建和支持自己论点，还能

帮助他们监督和评估自己的学习过程。

此外，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还
有助于学生检查和质疑判断论证过程之间的逻辑关

系，进而依据一个或多个前提推断出符合逻辑关系

的结论。对写作中所遇问题的质疑能有效促进批判性

思维的发展，是批判性思维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对问题的质疑还能激发学生写作者继续思考问题

直至得出合理的论证结论。因此，写作中的批判性思

维和自我表达技能的发展和培养有助于学生对每一个

理由或逻辑不够充分的主张或论证提出质疑和反驳。

虽然有些研究者反对在ＥＦＬ大学英语写作中教
授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技能，他们认为没有必要

遵循西方的教学标准，但是东西方教学标准的结合

能够提高学生的ＥＦＬ写作能力。东西方教学方式的
结合可以让学生写作者同时掌握东方和西方的批判

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形式，还有助于加速他们的写

作知识建构过程，因而让他们具备本土化思考、全

球化行动的能力。鉴于此，有必要对东西方写作中

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异同进行简要说明：在东

方写作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中，学生写作者常常

不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或结论，而是将其观点隐藏在

文中让读者自己去感受；但在西方写作的批判性思维

和自我表达中，学生写作者则认为在论文写作中至关

重要的是应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这个话题本身

就存在争议［１９］。由此表明，东方学生写作者希望保

持和谐的氛围，不想破坏现状；而西方学生写作者希

望通过评论他人的思想来展现自己的观点。

总体而言，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
达证实，学生写作者需要培养和发展他们的批判性

思维和自我表达能力，以适应多元文化世界的要

求。但是，这引发出一个问题，即大学 ＥＦＬ写作
教师应采取什么样的教学实践来帮助学生在写作中

获得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能力；并通过加强学生

的修辞和语言能力培养，使其更进一步把自己对问

题的看法展现在作品中，并成为文章写作的改革

者，而不是传达者或消费者。

四、ＥＦＬ写作课中的批判性思维与
自我表达的教学任务研究

　　将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理论引入 ＥＦＬ写作
的方法有很多种，本文采用的是来自肯特 （Ｋｅｎｔ）
著作中的教学任务，即将写作视为人们为了与其他

人交流而参与其中的 “解释猜谜游戏”［４］。

在这种 ‘猜谜游戏’中，任何语言使用者都

无法真正知道或预测参与其中会发生什么。在他的

观念中，学生写作者总是渴望与自己的判断、价值

观或经验相适合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提供了

认知主义互动，学生在这种互动中将自己的思想、

信念和经验转化为书面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实现交

流功能。为此，ＥＦＬ写作教师可以利用学生的写作
热情，通过有说服力的写作实例、初稿研讨会，以

及肯特 （Ｋｅｎｔ）的一对一 “辅导”等方法来实施

这一教学任务。因为 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和
自我表达能力的培养是以实践为基础，学生因特别

的兴趣、目的和社会实践而写作，写作者和读者之

间有一种对话性的互动。

（一）具有说服力的写作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ｖ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案例一：

１．选择你现就读的大学课程学习或校园生活
中的一个方面；

２．试图找出你想要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
３．试图说服读者，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个需

要解决的问题。

运用你的观察、经验、储备知识和其他信息来

源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论点、阐点。

案例二：

１．思考一个你可能和朋友或家人有争论的
地方；

２．试图说服他们，为什么你认为这是一个解
决争论或争端的理由或办法；

３．试图从这些经验中得出什么是成功说服他
人的要素。

运用你的观察、经验、储备知识和其他信息来

源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论点。

上述写作任务旨在帮助学生写作者在写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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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能力。首先，这些任

务不仅有助于学生写作者运用自己储备的知识、经

验和其他信息来源而进行头脑风暴、识别、分析、

评估、构建和支持自己的论点，而且也有助于他们

监督和评估自己的学习过程。其次，这些任务能让

学生写作者参与到真实的日常学习生活的重要论题

之中。最后，这些任务能促使学生写作者积极写

作，并将自己的写作带出课堂来满足学生校园学习

生活的实际需求和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写作者在识别或选择某个

特定的问题时，可能会遇到困难。关于这一点，亚

伯勒 （Ｙａｒｂｒｏｕｇｈ）明确主张：“大多数情况下，学
生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希望能够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的

办法。”［２０］９６如果学生写作者不能识别特定某一问题

时，同伴和教师很有必要给予他们帮助。

（二）初稿研讨会 （Ｄｒａｆ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１．讲课 （Ｌｅｃｔｕｒｅ）
在初稿研讨会中教师应该完成两项任务：讲课

以及对比批评框架与转换实践；教师应该在课堂上

用一定的时间讲解写作目的，即提高批判性思维和

自我表达能力；教师应该与学生讨论在说服性写作

中思考他人的观点、提出主张并支持你的论点意味

着什么。这一方法将有助于学生 “思考对于一个

可能没有共同观点的读者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

么？”［５］教师可以籍以亚伯勒的话来解答：“如果我

说房间里冷，你说热，并且我们都相信自己说的是

真的，那么很明显，我们这样说的原因不同，沟通

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那些产生分歧的原因”。［２０］９９

２．反馈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教师可以通过使用 “新伦敦方法与多模态识读

能力”（ＴｈｅＮｅｗ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ｅｄａｇｏｇｙｏｆＭｕｌｔｉ
ｌｉｔｅｒａｃｉｅ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ｔｕｒｅｓ）、 “对比批判框

架”和 “转换实践”等任务，帮助学生改进他们的

写作［２１］。前者是鼓励学生通过互相合作对他们写作

的原稿和修改稿进行批判性的对比和比较；后者是

敦促学生以通过互相合作转换他们所协商或讨论的

内容来解决反馈过程中所发现的问题。使用这两种

教学任务的目的其实就是实现协商过程的反馈。

在完成对比批评框架任务中，首先，要求成组

或成对的学生相互合作，互相评论对方的初稿，教

师可扮演读者的角色。学生和教师须注意发现初稿

中的差距或问题，差距或问题包括写作形式、内容

构建、思想观点、论点论据。其次，要求成组或成

对的学生找出差距或问题的来源。这些问题的来源

可能源自他们母语与目标语的差异或社会文化的差

异。最后，在对比批判框架的基础上，学生开始转

换实践任务。这项任务要求学生为找出的差距或问

题而寻找转换协商解决的方案。下表 １说明了
“对比批评框架”和 “转换实践”的过程。

表１　 “对比批评框架”和 “转换实践”的过程

对比批评框架 转换实践

１．对比和比较他们的文章

２．找到文章中的问题

３．在文章中讨论这些问题

４．就问题达成协议

１．修改他们文章的草稿

２．获得产生意识

３．获得思想转换技巧

这些任务对 ＥＦＬ写作课堂中的批判性思维和
自我表达习惯的养成具有很多益处。同伴和教师间

的协商可以鼓励学生为找到的差距或问题寻求解决

方案而展开批判性讨论。正如斯维因 （Ｓｗａｉｎ）和
拉金 （Ｌａｐｋｉｎ）所言：“协商中的冲突或分歧为学
生在写作中重新审视写作语言的运用、论点、论

据、论证的列举提供了动力”。［１０］

３．讨论会 （Ｓｅｍｉｎａｒ）
讨论会对帮助学生写作者获得批判性思维和自

我表达技能至关重要。比如在一个讨会上，当评论

他人的初稿时，学生不愿意指出其存在的差距或问

题，因为他们想提出一些正面的评论来维持团队和

谐，不想伤害他人的感情，以及认为应该由教师给

出负面反馈，因为只有教师才具备评价学生作品的

唯一权威性。［１０］除此之外，由于发现他人写作中的

错误或问题会引起尴尬，而这种有损面子的事情将

会妨碍学生评论他人的初稿，所以在讨论会上，教

师应及时纠正学生的这一想法，帮助学生克服困

难，以便顺利完成讨论会的教学任务。

五、ＥＦＬ写作中的批判性思维与自我表达的实施

虽然上述两种任务具有说服力的写作、初稿研讨

会能使事后处理理论与传统ＥＦＬ写作教学的现状有所
改进，但是，教师和学生在ＥＦＬ写作课堂上实施批判
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都是通过强调自己的观

点和想法来引导学生的思维过程，所以很难教授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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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技能。同时学生写作者也可能

会拒绝接受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观念，因为他

们已习惯于认为，且相信知识是由教师传播的权威

性。在这方面，教师应致力于运用批判性思维和自

我表达的相关理论并在课堂上加以实施。培养和发

展批判性思维与自我表达能力既要鼓励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又要培养他们的自我表达技能；既要让学

生打破自我保护的意识，又要让他们的思维开放、

变通，促使他们去寻找更多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

逐渐培养其分析问题、形成观点和策略以及自我纠

正等能力。

学生在大学ＥＦＬ写作课堂接受这样的教学理念
需有所准备，如前所述，学生总是渴望适合于他们

自己的价值观、信念、经验和先前知识的教学风格，

以及能在写作和成功沟通中提升自我表达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然而，在ＥＦＬ写作课中
教授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一般需要长期地、不间断

地帮助学生通过参与和互动才能掌握这种技能。有鉴

于此，大学ＥＦＬ教师必须悉力以赴、精益求精，使用
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的理论和技能并在ＥＦＬ写作课
堂中实施，以确保这一教学任务的顺利进行。

六、结语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批判性思维和自我表达在大

学ＥＦＬ写作课堂中的教学任务。这些任务旨在为
ＥＦＬ教师在不同环境下重新设计其他可能的教学任
务时提供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从而制定适合的

外语学习教学背景、目标和期望。更重要的是，进

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这些任务的可行性有更多

的了解，并为今后继续对 ＥＦＬ写作课堂中的批判
性思维与自我表达的探讨和研究提供一个更大的发

展平台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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