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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层级提问模式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①

傅　萍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２５）

摘　要：学起于思，思出于疑，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与设问质疑密切相关。阅读和思维都具有层级性，批判性阅读是
最高级的阅读理解。在批判性阅读四步教学法中使用层级提问模式有助于教师在批判性阅读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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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学起于思，思出于疑。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与设问

质疑密切相关。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发明千千

万，起点是一问。”早在３０００年前，古希腊学者普罗塔戈
就指出：“头脑不是一个需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

要被点燃的火把。”学问学问，学了就要问，学而不问，不

成学问。

当代大学生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每天都会通过教科

书、著作、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介接触到大量信息。作为有

思想的年青一代，更要学会在所见所闻中对诸多信息的真

伪、价值做出评判。然而，人们担心“不会提问会成为中国

学生的短板”。人民网２０１２年２月１２日以醒目标题报道：
“图灵奖获得者、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约翰·霍普克罗夫

特专门来到上海交大为本科生授课，在谈到对中国学生的

印象时，他直言中国高校必须教会学生提问”，而且这是他

首次为中国本科生实实在在开设一门基础课后才“有机会

更加体会到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教育问题”。

这个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反映在清华大学教育

研究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有关数据显示，超过

２０％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堂上提问或参与讨论，而从
不提问的美国大学生只有３％；同时，经常提问或“很经常
提问”的中国学生只有１０％，而美国大学生则达６３％［１］。

有鉴于此，研究在教学中如何通过提问培养我国大学生

批判性思维能力刻不容缓。

２　阅读与思维的层级性
阅读和思维密切相关。没有思维的阅读不是真正意

义的阅读，因为有意义的阅读是一个主动接收信息并不

断进行推理和评判的过程，是人体大脑和文本相互作用

并进行交流的过程，也是读者和作者不断进行意义协商

的过程。在阅读过程中，思维投入量的大小决定阅读意

义的大小。Ｃｒａｗｌｅｙ和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２］将阅读过程分为三个层
次：字面阅读、解释性阅读和批判性阅读。字面阅读是最

基础的文本阅读，旨在了解作者说了什么或写了什么；解

释性阅读指的是读者能运用所获得的知识或信息来解决

问题；批判性阅读是最高级别的阅读，通常包括分析、综

合和评价三个层次。在分析阶段，读者需要准确区分事

实与观点，辨别事物发生的动机或理由，并得出某一结

论。在综合阶段，读者必须综合各类信息并做出相应的

预测。在评价阶段，读者要对作者的态度、观点和文风等

做出判断。不管是哪一个层级的阅读理解，都离不开思

维，只是思维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已［３］。

正如阅读具有层级性，思维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精

神活动，同样也具有层级性。Ｂｌｏｏｍ［４］根据人类认知程度
的复杂性，将批判性思维技能分为知识（记忆）、领会、应

用、分析、综合及评价等６个层次。最基础的知识（记忆）
层思维指的是掌握以前学过的知识，并能从长时记忆中

提取、识别和回忆起相关知识的一些思维活动。领会层

思维指能够明白人际语言交流中的信息，能够掌握各部

分信息之间的关系。应用层思维指学习者将学过的主要

知识或概念应用到一个新的环境或任务中去的思维活

动。分析层思维是指从某一领域或某个主题中获得相关

材料，并将这些材料进行分解、归类，确定哪些部分是否

相关、如何相关，整个过程包括区分、组织和归属。综合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５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３ＷＬＨ１８）；２０１３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０１３（５３４）］
作者简介：傅　萍（１９８０－），女，湖南津市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教学法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性思维是指将各方面信息进行归纳，从而形成新的认识。

处于最高层级的评价性思维指的是依据准则、标准来作

出判断，通常由核查（有关内在一致性的判断）和评判（基

于外部准则所做的判断）两个部分组成。在这６个层次
中，前３项为较低级思维活动，而后三项则为高级思维
活动。

３　层级提问模式
教师在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从字面阅读顺利过渡到

批判性阅读，实现从低级思维向高级思维的转变，Ｋｉｎｄｓ
ｖａｔｔｅｒ，Ｗｉｌｅｎ，Ｉｓｈｌｅｒ［５］提出的层级提问模式可以助一臂之
力。该模式根据所提问题的认知强弱，将低层次思维和

高层次思维与学生的聚合性和发散性思维相对应，形成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４种不同的提问层级。
第一级：低级聚合型提问，旨在让学生有针对性地重

复课文内容，检查学生是否熟悉并记住了有关的信息，最

典型的提问如：Ｉｓｈｅａ…？Ｄｉｄｓｈｅ／ｈｅ…？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
ｓｈｅ／ｈｅｉｓ…？对这类提问通常只需回答“ｙｅｓ”或 “Ｎｏ”
即可。

第二级：高级聚合型提问检查学生在回答了低级聚

合型提问的基础上是否理解并表达课文中所涉及的有关

信息，最常用的方法有：释义、翻译、对比、总结等等。

第三级：低级发散型提问要求学生在回答某一问题

时提供事实依据，或提出恰当理由，或分析其原因，或提

出一种观点。典型提问如：Ｗｈｙ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ｇｉｒｌｒａｎａ
ｗａｙｆｒｏｍｈｏｍｅ？Ｗｈａ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ａｎｙｏｕ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
ｙｏｕｒａｎｓｗｅｒ？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第四级：高级发散型提问要求学生在课文信息的基

础上，结合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现象开展富有创意或评

判性的思维。因此，教师的提问设计要有利于学生开展

种种预测活动、猜测性思维、合乎逻辑的结论等等。典型

的提问如：Ｗｈａｔｍａｙｂｅａｇｏｏｄｔｉｔｌｅｆｏｒｔｈｉｓｓｔｏｒｙ？Ｈｏｗｄｏ
ｙｏｕｔｈｉｎｋｔｈｉｓｓｔｏｒｙｗｉｌｌｅｎｄ，ａｎｄｗｈｙ？Ｗｈａ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ａｎ
ｗｅｄｒａ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

４　应用层级提问模式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策略
阅读理解有层级，人的思维有层级，提问所涉及的认

知有层级，课堂教学提问理所当然也有层级。层级提问

模式的设计者正是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层级关系，将文本

信息与读者可能理解到的信息通过不同层次上的提问使

之显性化。在显性化过程中，不同的提问层级与水准直

接影响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因此，课堂提问不能只停

留在使用聚合型提问来了解学生对课文知识的熟悉程度

或掌握情况，还要考虑如何把聚合型问题作为发展学生

思维的基础，不失时机地把提问从低层次的聚合型过渡

到高层次的发散型，从而通过发散型提问来培养学生对

事物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深入探究的能力。

４．１　Ｋ－Ｗ－Ｌ认知策略提问模式的利用
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提

问意识，在巧设妙问和质疑中逐步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如何以问题为起点、以问题为核心规划学习内

容，让学生养成带着问题读书的习惯，也就是说，如何培

养学生在读书过程中的提问意识。美国学者 ＤｏｎｎａＯ
ｇｌｅ［６］所设计的Ｋ－Ｗ－Ｌ认知策略模式不仅体现了这种
理念，而且解决了实际操作的问题。Ｋ－Ｗ－Ｌ认知策略
提问模式由３个基本步骤或阶段组成：已知—想知—学
知。其中，“已知”（ｋｎｏｗ，取英文字母Ｋ）指“关于这个主
题你／我已经知道了什么？”（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Ｉｋｎｏｗ？）；“想
知”（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取英文字母 Ｗ）表示“关于这个主题
你／我还想知道什么”（Ｗｈａｔｄｏｙｏｕ／Ｉ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学
知”（ｌｅａｒｎｅｄ，取英文字母Ｌ）指的则是“关于这个主题你／
我学到了什么”（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ｙｏｕ／Ｉｌｅａｒｎｅｄ？）。

应用 Ｋ－Ｗ－Ｌ提问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
“已知Ｋ”引导学生开展知识（记忆）层思维活动。例如，
在教师授课之前，要求学生根据教学内容的标题、关键词

或信息词等有限信息，采取头脑风暴法在自己的知识储

备库中迅速搜索与该主题有关的信息点，盘点先前积累

的经验，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简单的整理与归纳，在Ｋ栏
目中记录下这些内容。填写Ｋ栏有助于学生在思考原有
知识的过程中，激活已有的知识，同时产生深入探究新章

节内容的愿望和兴趣。而“想知Ｗ”则有利于教师指导学
生开展领会和应用层面上的思维活动、培养提问意识。

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自主阅读某一章节的标题、副标题、

插图和基本内容后，主动寻找自己就这一主题想要知道

的内容，并提出问题，填入 Ｗ栏。填写 Ｗ栏可帮助学生
根据个人的学习兴趣和需要确定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

务、探究学习内容、强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此后，

教师继续运用“学知 Ｌ”指导学生在读完一篇文章、学完
一个章节后，反思解决了哪些问题，学到了哪些新知识，

核查并评判作者的观点，反思自己获得了哪些新的收获，

形成了哪些新的观点。“学知Ｌ栏”的填写不仅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提问意识，而且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我评价能

力。由“已知—想知—学知”组成的三段式认知策略提问

模式引导并启发学生通过自问自答、互问互答等多种形

式促进认知过程，为善问善答创造了条件，这样不仅可以

避免中国学生最敏感的“面子”丢失问题，而且还可以增

强自信心、增进相互了解和促进学习。傅萍［７］应用Ｋ－Ｗ
－Ｌ认知策略提问模式对９５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２０１１
级六年制英语本科生进行为期１４周的试验（其中年龄最
小的１４．８岁，最大的１６．４岁），前测与后测结果显示，学
生对所读内容的事实辨认能力提高５％，词汇理解力提高
５．４％，文章主旨理解力提高 １６．５％，对作者观点分析的
正确率提高２３．６％。
４．２　设问质疑，在批判性阅读中培养思辨能力

如何根据不同的文本信息和假设，采用质疑法设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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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帮助学生发展高级提问和作答技能。传统的英语

阅读教学模式注重对文本符号的识别与辨认，忽视对篇

章内容的预测与设疑；重视对具体信息的梳理和理解，忽

视对信息内涵进行分析与质疑；重视对句法词法的分析

与运用，忽视对作者观点的推断与评判。

相比之下，批判性阅读除了要求学生记忆所读的内

容、欣赏作者的文采外，还强调在阅读的过程中提出问

题，寻找各种假设，对作者所传递信息的目的性、真实

性、可信度进行分析综合；对其所表达的观点和立场的合

理性进行判断。根据批判性阅读四步教学法［８］，课堂教

学提问可以分为预测式提问、解惑式提问、总结式提问和

反思性提问等４个层级。１）阅读前设疑与预测性提问的
典型问题有：Ｗｈｙｄｏｅｓ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ｉｓｔｏｐｉｃ？Ｗｈａｔ
ｗｉｌｌ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ａｌｋａｂｏｕｔｏｎｔｈｉｓｔｏｐｉｃ？Ｗｈａｔｗｉｌｌ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
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ｈｅｒ／ｈｉ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ｔｏｐｉｃ？Ａｎｄｗｈａｔ
ｄｏｙｏｕ／Ｉｈｏｐｅｔｏｒｅａ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２）体现阅读过程中分
析与解惑式典型提问有：Ｄｏｅｓｔｈｉ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ｒｅａｌｌｙｈｏｌｄｗａ
ｔｅｒ？Ｄｏｅｓ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ｈｉｎｋ／ｗｒｉｔｅｔｈａｔｗａｙ？Ｗｈｙ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ｈａｔＩｋｎｏｗａｎｄｗ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ａｙｓ？Ｗｈａｔｄｏｅｓ
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ｕ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Ｃａｎｗ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ｓ
ｓａｉｄ？３）体现综合总结阶段最典型的提问有：Ｗｈａｔｄｏｅｓ
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ｔｒｙｔｏｍａｋｅｕ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Ｃａｎｗｅｂｅｌｉｅｖｅｗｈａｔｈｅｈａｓ
ｓａｉｄ？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Ｉ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ＷｈａｔｅｌｓｅｄｏＩ
ｗａｎｔｔｏｋｎｏｗ，ｏｒＩｃａｎ’ｔ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ｌｅｆｔｕｎｔｏｕｃｈｅｄｂｕｔ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ＷｅｒｅＩｔｈｅｗｒｉｔｅｒ，ｗｈａｔ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ｗｏｕｌｄＩｂｒｉｎｇｔｏｍｙｒｅａｄｅｒｓ？４）批判性阅读四步
教学法的最后一步是整体回归———批判与反思。最后的

步骤充分体现了形成性评估的精神，通过对整个阅读教

学回顾、批判与反思，达到整体回归，在批判性阅读中开

始新一轮的认知训练与提升。这一阶段的典型提问有：

ＨａｖｅＩｈａ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ｓ
ｓａｇｅ？ＨａｖｅＩｇｏｔ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ｙｓｈｏｕｌｄＩｍｉｓｓｔｈｅ
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ｙｃｏｕｌｄｎ’ｔＩ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 ａｓ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ｄ？
４个阶段的提问在方法上呈互动性，在操作上呈开放

性，在认知强度上呈层级性。要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容易

的，但是很有必要。教师在教授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中，

根据阅读内容不断变换提问形式，引导学生自问自答、互

问互答、师问生答，或者生问师答，在问与答的活动中不

仅挑战自己也挑战他人，同时又接受挑战。

５　结　语
本文论述了提问对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性，

探讨了阅读、思维的层级性以及体现阅读与思维关系的

认知层级提问模式。在此基础上，文章进而讨论了Ｋ－Ｗ
－Ｌ认知策略提问模式以及批判性阅读四步教学法中的
典型提问。研究结果显示，教师有必要也有可能在课堂

教学中创造性地应用认知层级提问模式来开发学生的思

辨能力。值得指出的是，通过批判性阅读来提高学生思

辨能力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考虑，都有

待于更深入的开展。

参考文献：

［１］张田堪．怕提问害了中国学生 ［Ｊ］．意林，２０１２
（２３）：１４．

［２］ＣｒａｗｌｅｙＳＪ，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Ｇｕｉｄ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ｎ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Ｂｏｓｔｏｎ：ＡｌｌｙｎａｎｄＢａｃｏｎ，１９９５．

［３］袁平华，廖　兰．评判性思维能力与评判性阅读能力
培养［Ｊ］．韶关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８）：１４８－１５２．

［４］Ｂｌｏｏｍ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ｏａｌｓ：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Ｄｏｍａｉｎ［Ｍ］．
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ｓ，Ｔｏｒｏｎｔｏ：Ｇｒｅｅｎ，１９５６．

［５］Ｋｉｎｄｓｖａｔｔｅｒ，Ｗｉｌｅｎ，Ｉｓｈｌｅ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３ｒｄｅｄ．）［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Ｌｏｎｇｍａｎ，１９９６．

［６］ＯｇｌｅＤ．Ｋ－Ｗ－Ｌ：Ａ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ｈａ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ａｃ
ｔｉｖ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ｅｘ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ｔｅｘｔ［Ｊ］．Ｒｅａｄ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ｅｒ，
１９８６，３９（６）：５６４－５７０．

［７］傅　萍．以 Ｋ－Ｗ－Ｌ认知策略模式培养大学生的创
新思维［Ｊ］．创新与创业教育，２０１３（３）：９４－９８．

［８］傅　萍．基于培养思辨能力的教学方法创新———批
判性阅读四步教学法［Ｊ］．创新与创业教育，２０１４
（２）：１１４－１１６．

（责任校对　莫秀珍）

５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