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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分析与训练对策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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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刚入学医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的随机采样分析，了解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

台除外）刚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状态。 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及训练方法，为各高

等院校提升大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提供借鉴。 方法：通过问卷星 APP平台，对我校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 3个

连续年份大学一年级新入学学生进行随机采样，分析批判性思维水平，通过分析结果，制定提升批判性思维水平训

练对策。 结果：数据显示，受测学生在思考问题过程中“偶尔会”运用到批判性思维特征进行思维活动的比例占比

最高，各项均值在 50%~60%之间。 各年份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没有明显差异。 结论：受测学生批判性思维处在中

等水平，有必要进行针对性的批判性思维训练。 通过训练，培养大学生独立思考、科学判断、正确决策等方面的能力。

[关键词] 批判性思维；水平分析；训练对策；探究 DOI：10.3969/j.issn.1002–1701.2023.06.019

[中图分类号] G4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1701（2023）06–0046–02

  大学生是国家科技人才的重要储备力量，高等院校是

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在高等教育阶段对大学生批判性思

维进行培养，对教育教学工作尤为重要。 批判性思维，又

称审辩式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思维，它既是思维技能，又

是思维发展的方向。 批判性思维是创新思维的核心要义，

通过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可以提高学生认知能力、创新思

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首要素养。 随着新

媒体时代的来临，许多国家把教育的价值追求转向育人，

关注提升人才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能力，思维素养成为了

重要的核心素养
[1] 。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运用批判性思维初级阶段应具有的标志性特征设置

问卷，进行数据收集，对我校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 3

个连续年份大学一年级新入学的学生进行随机采样，并进

行数据整理分析。 采样数据为:2018 年 1464 份，2019 年

1398份，2020年 1647份。

（二）研究方法。

依据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中文版）CTDI-CV（根

据《加利福尼业批判性思维倾可测试》（CCTDI2000）量表）

中思维特质相关内容整理，得出批判性思维初级阶段应具

有的思维特征进行问卷制作。 运用“问卷星”APP 平台，

生成问卷二维码，被测的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入学初期通过

扫码进行问卷填写，问卷回收后，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形成

大学一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初级阶段的数据分析情况报

告。 通过报告结果分析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薄弱环节，有针

对性地制定相应对策及训练方法。

二、结 果

根据样本进行数据分析，受测学生在思考问题过程

中“偶尔会”运用到批判性思维初级阶段思维特征进行思

维活动的比例各项均值在 50%~60%之间。 结果显示大

学一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处于中等水平，整体水平不高，

各年份入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没有呈现

明显差异（见表 1）。 大多数学生有分析问题的能力，但思

维结构欠完整、思维标准欠清晰，缺乏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作为新时代的医学生，大部分的学生有自主思考能力，但

只有部分学生能够意识到思维中的问题可能导致生活中

的问题。 大学生正处于思维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完善

思维结构和思维标准，加强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是十

分必要的。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针对学生在进行思维活动时，应

用批判性思维各个思维特征的情况，探究性提出具体训练

对策:（1）建立批判性思维训练理论学习体系。 设置批判

性思维相关的通识课程，在各个层面开展批判性思维相关

的专题讲座和论坛，通过课程的讲授及专题讲座论坛的开

展完成批判性思维概念、基本原理和常规训练方法的学

习。 使学生理解、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基本理论，能够在实

践活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批判性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

（2）在实践活动中强化批判性思维。 第二课堂是第一课

堂的有力补充，开展形式多样的素质拓展活动，全面强化

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将批判性思维应用于“大学

生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实验室项目开

放”等创新实践活动中，通过具体训练项目，应用批判性思

维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活动。 在此过

程中，举办有关批判性思维训练及创新活动，开展相关的

各类专题讲座，如:如何培养批判性思维，如何进行批判性

思维训练，如何撰写论文，如何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及总

结，如何进行各类创新创业项目申请书撰写，如何组织结

题，如何申报相关奖项等思维训练活动[2] 。 （3）完善思维

结构，建立思维标准。 完善思维结构，就是训练自己每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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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大学一年级学生批判性思维水平情况分析（%）

思维特征
经常会

2018 2019 2020
偶尔会

2018 2019 2020
从没有

2018 2019 2020

发现自己在努力地分析和评估自己的思

维方式

43.92 44.13 43.90 53.42 51.93 53.03 2.66 3.93 4.07

发现自己在发觉那些能够产生思考的思维

结构（例如概念、假设、推论、意义、观点）
42.21 36.05 38.68 53.83 59.01 56.28 3.96 4.94 5.04

发现自己在考虑能够优化思维的品质（清
晰性、准确性、精确性、相关性、逻辑性），即
使对这些品质可能只有初步的了解

46.31 38.48 42.20 50.20 56.65 53.37 3.48 4.86 4.43

会发现自己关注思维中的自欺行为，即使
理解相对比较“抽象”，并且或许不能从生
活中找到太多的例子

37.98 33.91 31.09 54.30 57.87 59.87 7.72 8.23 9.05

各项平均值 42.61 38.14 38.97 52.94 56.37 55.64 4.46 5.49 5.65

  数据来源:齐齐哈尔医学院 2018 年、2019 年和 2020 年各年份入学的大学一年级学生

进行思考时，都要从一定的立场出发，试图达到某种目的，

并在此过程中运用一些概念知识；关注于特定的问题或论

点，运用信息，基于假设，得出结论，这些结论都具有产生

特定的结果和意义。 建立思维标准，就是要清晰准确地表

达出与实际事物相一致的信息。 思考的问题要与急需解

决的问题直接相关，并对其产生影响。 能够看到问题的根

源，透过表面看到本质，练习从不同相关观点的角度思考

问题。 在思考过程中，按照一定顺序进行思考，有逻辑地

思考。 在情境中公平地思考，根据推理论证得出结论，批

判性思维的终点便是公正。 （4）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

力。 答案不能促进思维的发展，真正能促进思维发展的是

问题，问题是思维发展的动力。 当一个研究领域不再提出

新的问题时，它的发展就停止了，答案意味着完全停止思

考。 提出的问题的质量决定了思考的质量，没有问题等于

不理解，表面问题等于表面理解，不清楚问题等于模糊理

解。 运用提问时的“快速启动”法（提出问题的 3种类型）进

行思维训练:提出基于事实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问

题；提出基于偏好的问题，问题随着个体的不同偏好而拥有

不同的答案；提出基于判断的问题，需要进行论证，并不止

一个可行答案的问题。 （5）优化学习策略，在学习中训练

批判性思维。 成为一个积极的学习者，通过主动阅读、写

作、报告和听课让知识真正融入思维当中，将所学的每一

科目内容都看作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 探寻知识的内在

联系，每门课程的学习内容都是相互联系的知识体系，绝

不是随机任意的记忆知识点，要进行探索性的学习，将新

的知识与之前的知识体系联系起来，进行内化与整合[3] 。

尽可能地时刻将学到的内容与现实的问题相联系，注重知

识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 把大学老师当做教练，把自己看

作团队的成员，努力练习教练示范出来的思维方式，仔细

聆听教练对“比赛”准备的要求[4] 。 在课堂上，练习对基

础概念和原理的思考，在课程开始时就注意该课程的核心

概念，将这些基本概念与之后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用智

力标准来检验思维，经常评估自己的思维水平[5] 。

三、结 语

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

的广泛的关注，通过批判性思维训练，可以使学生初步了解

批判性思维，并能客观判断自身处于批判性思维的哪个阶

段。 准确运用批判性思维养成训练方法，有意识地培养自

身的思维方式。 通过学习，逐步完善思维方式，最终使自己

成为一名优秀的思考者，运用批判性思维公正地解决问题。

批判性思维训练以一个全新视角，从大学生批判性

思维水平研究入手，借助高等院校为载体，逐步引导人才

培养重点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培养
[5] 。 以训练思维方式

入手，通过思维训练，提高认知能力，实现能力培养，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跨学科研究法，针对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一新问题展开研究，分别从哲学、教

育学、心理学等方面探索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思维训练新

路径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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