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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生英语教学应探究如何在提升研究生英语知识能力的同时，提高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以满
足国家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创新创造的需求。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应立足于英语教学与高阶思
维能力的结合，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有机融合与循环以及各种活动的创新设计，提高和强化研究
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并在掌握英语知识的基础上运用高阶思维能力，实现专业 /行业领域内培养高素质国际化人
才的目标，以便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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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时代背景下，高等学校培养的研究生不仅要具备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会
议等外语语言的陈述和表达能力，还应该拥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以不断
扩大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高阶思维能力是创新创造的核心，“多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
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标，各大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把思维能力列为高等教育
核心的学习成果之一”②。为了加快实现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当前非英语专业研
究生英语教学需要在提升研究生的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和强化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
力，从而达到培养研究生的英语陈述能力和表达能力、实现在专业 /行业领域内培养高素质国际
化人才的目标。因此，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高阶思维能力与研究生英语教学研究现状如何?
怎样才能通过教学设计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与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结合起来?
通过什么方式保障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能力以及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 本文拟通过“课前、
课中、课后”的循环教学设计来探讨回答这些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促进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
程改革创新，而且对研究生教育其他学科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高阶思维能力与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相关的研究文献综述

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加剧的形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高层次思维能力的培养列为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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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任务①，有关高阶思维能力的探讨在外语教学中也受到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在 2012 年格
拉斯哥举办的国际外语教师协会大会上，诸多学者探讨了外语教学中研究生思维能力的培养问
题，认为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逐渐成为现代外语教学的核心。有的学者探讨在外语教学以及第
二外语习得中促进高阶思维能力的方式和途径②③，有的学者探讨不同专业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
培养④，还有的学者探讨与大学生或研究生相关的高阶能力、高阶思维能力⑤⑥⑦。令人遗憾的
是，当前与英语教学相关的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研究相对匮乏，只有极少数学者进行了提高思辨
能力、培养高阶思维的相关研究⑧⑨，但是如何将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与高阶思维能力的
培养相结合仍须学者作进一步的研究。

( 一) 高阶思维能力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思维能力一直是教育界探讨的一个话题。美国哲学家 John Dewey 是首次提出批

判性思维概念的教育家之一。瑏瑠 Bloom提出了教育目标分类框架( Bloom’s Taxonomy) ，这个框架
把思维学习分为六个层次，其中分析、评价和创新属于高阶思维能力，记忆、理解和应用属于低阶
思维能力。瑏瑡 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就思维能力展开了探讨，其中 Anderson 等认为记忆、理解和应
用属于低阶思维能力，分析、评价和创造属于高阶思维能力瑏瑢; Susan Brookhart将高阶思维能力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等概念联系起来，认为研究生不仅应该获得知识和
技能，还应该能够运用这些知识以及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瑏瑣。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展了有关高阶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的研究。乜勇、王兰兰认为高阶能
力应该以高阶思维为核心瑏瑤，钟志贤将高阶能力分为九大能力，即创新、决策、批判性思维、信息
素养、团队协作、兼容、获取隐性知识、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瑏瑥。

( 二) 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相关研究
中国普通高校研究生英语教学普遍采用 1992年教育部颁布的《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

大纲》的指导意见，构建包括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及评估等方面的教学体系。2007 年，教育部修订
了《大学英语课程要求》，确定了以打好语言基础和培养听说等语言技能为重点的英语教学目标，而
《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一直没有得到修订，因此《大学英语课程要求》成为非英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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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最基本依据。研究生英语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的自然延伸和扩展，其以精读
为主体，培养学生听、说、读等能力。这与研究生个体需求、专业倾向以及职业要求等方面脱节，没
有形成具有研究生培养特点和目标的教学体系，无法满足培养研究生具备多元化、专业化交流沟通
知识的要求，造成了学时及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① 与此同时，当前的研究生教育往往忽视“英语
学习中的文化差异、语言习惯、思维方式、话语分析等更深层次的认知活动”，存在“对学术文献
阅读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等研究生教学目标缺乏重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差”等问题。②

2018年，吴莎等面向硕士研究生、研究生英语教师、专业学科教师等群体，围绕研究生教育阶段
对英语能力的目标需求、能力现状、教学测评、满意度等问题，在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河南、湖
北、安徽、上海、江苏、广东、云南、四川、陕西和甘肃 14 个省份进行了问卷调查及访谈。调查发
现，学生“现有英语运用能力弱，尚不能满足高校培养国际性人才的目标期待”③，这与学生对
“提高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尤其是提高听说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④不相适应。这些研究表明，
培养研究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是当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

在培养研究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过程中，语言输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广大师生逐渐意识
到语言的输出能力离不开语言的输入过程，重输入轻输出或者重输出轻输入的倾向都是不可取
的⑤，研究生英语教学应该追求语言输入和输出的均衡发展。就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英语教学
而言，因为研究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英语知识技能，研究生英语教学可以通过输入来提高研究生
的输出能力。英语的输出能力不仅表现在语言的陈述和表达能力上，而且还体现在如何将多学
科多专业领域的知识和能力非常精准地表达和展现出来。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非英语专
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应该培养研究生的文化交流能力、外语应用能力⑥，并“将批判性思维能力、跨
文化交流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作为重要培养目标”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推进英语教学与专
业教育相结合，在提高研究生英语语言技能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高阶思维能力的提高，才能培养
在专业 /行业领域内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国际治理人才。

( 三) 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的相关研究
以往针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的相关研究有的通过课程设置，如压缩研究生通用

英语课程，加大专业英语课程比重的方式展开⑧;有的采取中外教师、助教和学生互相配合的多元交
互式教学模式来进行⑨，但是很少有通过教学设计进行相关研究的成果。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将
“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设计应用到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研究之中，而在有限的将“课
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应用到大学英语教学的相关研究中瑏瑠，还缺乏将这三个环节与英语教学有
机融合，进而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的具体方式及措施。这些既为本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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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同时也是本研究的价值所在。本研究旨在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的融合与循环及
各种活动的创新设计，在提高研究生英语语言输出能力的同时，提升其高阶思维能力。

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

本研究结合研究生教育需要满足国家对国际化人才的新要求以及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
学的特点，以互联网资源及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在网络教学时空环境下重新建构“教与学”过
程，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模块的循环教学设计，引导研究生通过具体教学活动及学习任务提
升自己的高阶思维能力;通过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三个主体( 教师、学生
和管理者) 的有机融合、同步发力和通力合作，为课程改革效果提供保障，从而实现研究生英语
课程教学的目标。本研究的顶层设计如图 1所示。

图 1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

( 一) 网络教学时空环境下“教与学”过程的重新建构
在传统物理空间的面对面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时空是融合的;在虚拟网络环境教学中，即

便是信息技术支撑下的实时教学互动情境，教与学的时空也是分离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及网络教学平台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整合时空分离的
教与学既是在线教学的核心任务，也是在线教学成功的关键①，使学习材料同学习行为紧密结合
便是这个重建过程的核心。针对网络教育中的时空分离问题，必须努力重新整合分离的教与学
行为，创造师生互为主体的关系，提供师生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的机会，从而进一步解决好教与学
的问题、提高学习效果。② 网络教学是新的网络教学时空环境下教与学过程的重新建构，其优势
是运用更为丰富的线上资源，以更加新颖的教学方式，将课程教学环境、课程教学实现方式和课
程教学目标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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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高阶思维能力的聚类
为了掌握科学正确的第一手资料，本研究在梳理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所教研究生

进行了访谈。访谈涉及山东大学微电子学院、软件学院、医学院、交通学院等学院的 100 多名研
究生，访谈重点是研究生英语教学对哪些高阶思维能力有所影响;怎样才能提高研究生高阶思维
能力。通过聚类，本研究将访谈结果与钟志贤提出的九大高阶能力，即创新、决策、批判性思维、
信息素养、团队协作、兼容、获取隐性知识、自我管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相结合，将非英语专业研
究生英语教学中研究生亟需提高的高阶思维能力归纳为“自我管理能力、信息素养能力、获取隐
性知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三) “课前、课中、课后”循环教学设计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网络教学主要包括课前准备、课中授课答疑和

课后评估、反思三部分。通过这三部分的教学设计，教师激活了研究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深度学
习能力;通过对学习过程、学习效果等的有效反馈，强化了高阶思维能力。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每
一次课就是一个小循环，通过每一次课的课前、课中、课后的任务，教师可以引导研究生通过语言
输入促进语言输出，并在此基础上引导研究生有侧重、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相应的高阶思维能力，
每一次课实现一个小目标，然后通过小目标的积累，达到下一次课前、课中、课后良好的教学效
果，依次循环，最终达到提升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的目标。

( 四) “教师、学生和管理者”的深度融合
继“课前、课中、课后”的循环教学设计之后，要想更好地实施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

革，还需要“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三位一体的有机融合。以教师为主体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
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主要体现在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教师角色的转换定位以及教师对网络教
学新技术和新手段的掌握和利用;以学生为主体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体
现在学生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学生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有效利用以及学生对教师及“课前、课中、
课后”教学设计的实施、执行以及对教学效果的反思和反馈;以管理者为主体主要体现在管理者
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对教师及学生课堂交互的有力支撑和管理者对高校师生所做的技术培训及服
务工作。“教师、学生和管理者”三位一体的同步发力和通力合作有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研究
生网络教学平台，推进、保障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每一次课的课前、课中、课后的小
循环以及每个循环之后的反思都将对研究生英语教学起到促进作用。这样经过一个学期或者一
个学年，教师在学期末通过对研究生在该学期 /学年的输出能力测试，进行教学效果检验，从而提
高研究生高阶思维能力，实现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国际治理人才的目标。

三、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的过程设计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可以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
个环节的有机融合与循环，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参与兴趣，进而提升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为培
养在专业 /行业领域内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打好基础、铺平道路。

( 一)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前设计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前设计，主要是教师借助互联网及网络教学平台，通过给研究生设置

分组活动、推送资源、布置课前任务等方式，引导研究生完成各项英语语言学习任务，为下一个环
节的课中活动做好准备。该环节的侧重点是提高研究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及信息素养能力。

1．差异性教学分组及其任务的设计及实施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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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班级中，不同研究生的整体英语水
平、单个课程英语水平都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便是进行分级教学后的平行班，尽管研究生
整体水平相对平均，但是研究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仍然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这种前提下，非英
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师需要根据研究生不同技能的差异进行分组，之后再针对不同组的英语水
平及兴趣差异，依托网络教学平台精心设计衍生性问题，从而引导研究生进行自主学习，加强研
究生的深度理解，以此提升研究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主要表现为时间管理、情绪管
理和个人形象管理。

( 1) 时间管理。首先，应该注重培养研究生的时间管理意识。当前，学生在时间管理方面主
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缺乏必要的时间管理规划，跟着感觉走，没有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二是缺乏时间管理意识，存在着拖延症等问题;三是利用时间效率不高。尽管有的学生花费在英
语学习上的时间看起来很多，但是专注度不够，无法有效地利用时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师
应该强化研究生的时间管理意识，教师所设计的课前任务就必须有轻重主次，以便于学生对学习
内容进行分类、确定任务的优先等级并进行相应的时间规划。教师在布置任务的时候也需要强
调任务的最后完成时间，并且将是否按时完成任务纳入教学评价机制。教师还可以通过设计问
题等方式，提高学生在完成任务时的专注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时间效率。其次，教师可以引导
研究生通过组与组之间监督、学生之间监督等方式检验研究生时间管理的效果，教师也可以通过
不定期抽查等方式发现研究生在时间管理方面的问题并加以反馈。

( 2) 情绪管理。在以往的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研究生存在焦虑、自信心不足、消极等负面情
绪。比如，有的学生在上英语课的前一天晚上失眠;有的学生在课下练习时英语能力还算可以，
但是在课上却因紧张而表现不佳; 有的学生对英语学习存在恐惧心理，以致于消极对待英语学
习。所有这些，都影响到了学生的英语学习热情以及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同时，需要注意培养研究生的情绪管理能力，激发研究生在学习动机、求
知欲等方面的正面情绪，提升研究生的内驱力，达到促进研究生学习的目的。在强化研究生学习
动机的基础上，教师也要注意引导研究生克服自己的负面情绪，可以通过设计课前的小组活动及
生生交互活动来缓解排除负面情绪。教师应该加入研究生的群组，及时发现研究生的问题并加
以引导。

( 3) 个人形象管理。个人形象与一个人的生活、工作息息相关。不管是研究生在校期间参
加学术活动，还是将来求学、求职，个人形象都至关重要，着装、仪表、仪态，处处体现着一个人的
形象和品位。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提升研究生的语言知识及相关知识，而是培养
国家需要的国际化人才。一个人的一言一行，投射到国际舞台，就代表着国家的形象，而个人形
象管理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教师在课前环节可以启发、引导研究生通过慕课等进行礼仪知
识的学习，在生活中注意自己的仪态、仪表、着装等环节，管理好自我形象，也可以引导研究生课
中环节展示自己良好的个人形象。

2． 探究性资源的选取及分享
“我国的教育对学生信息素养的发展重视不足，把信息素养教育狭隘地视作电脑或网络技

术教育，导致学生的信息素养普遍贫乏，研究生也不例外。”①对研究生的信息素养教育“应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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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庆华、张桐、赵蒙成: 《新媒体阅读对研究生认知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 》2017 年
第 3期。



杜新宇 杨明海: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研究

区别于本科生信息素养教育，它必须契合研究生学习与科研的定位要求”①。现在的研究生虽然
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但是总体来说信息素养偏低，绝大多数研究生对常用的外文文献数据不太
了解或完全不了解，信息素养各个环节中还存在诸多问题。② 探究性资源的选取即分享，就是教
师在明确告知研究生必学内容和有待提高能力的前提下，传授、引导研究生以组为单位利用网上
资源，包括慕课等在线课程、知网等论文信息、批改网等在线服务系统以及相关的国外网站，选取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资源并进行分享。刚开始授课的老师可以将该项准备放到第二次或者第三次
课开始，由老师先进行先导课程及引领工作，提升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信息素养能力:

( 1) 信息搜索与获取能力。当前，尽管研究生对互联网比较了解，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浏览
网页或通过微信、QQ等与他人进行交流，但在信息搜索及信息获取方面，个别研究生的能力还
相对薄弱。有的不了解常见的搜索语言;有的不知道如何充分利用高校已有的网络资源进行学
习;还有的不知道怎样通过网络了解自己所学领域的前沿及热点等，所有这些现象意味着研究生
的信息搜索及获取能力还有待提高。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设计相关任务，引导研究生通过高级
搜索、搜索语法等检索技术查找英语资源及文献，从而提高研究生的学习检索能力及获取资源信
息的能力。

( 2) 信息提取及评判能力。当前正处于信息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信息源的丰富多彩
以及信息传输手段的多样性，导致研究生所获取的信息良莠不齐、真伪难辨，网络信息的权威性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不仅需要研究生在阅读获取信息时养成一个善用识辨、独立思考的
习惯，还需要研究生在对所获取材料的准确性、正确性及真实性进行评判的基础上，提取自己可
以利用的资源及素材。教师可以引导研究生以组为单位，利用网上资源选取与课程内容相关的
资源，并对相关资源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 3) 信息使用的道德素养能力。首先，要求研究生在查找、使用资源时要具备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在引用、使用他人信息时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其次，教师可以在课前把与信息道德素
养教育相关的信息及资源分享给学生，并且在布置相关任务时，提醒研究生在引用、上传文献过
程中，一定要自觉遵守学术行为规范。

( 二)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中设计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中设计是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创新的核心，教师应该改

变自己的思路，做教学活动的设计者，注重教师与研究生的交互、研究生与资源的交互、研究生与
研究生的交互，从而促进研究生的有效学习，帮助研究生获得隐形知识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创
新能力。重点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1． 英语语言及文化知识分享环节
目前，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重显性知识、轻隐性知识，而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生实用能力缺失的现象。③ 要想提升研究生获取隐性知识的能力，就需
要进行与英语相关的语言及文化知识的学习和分享。教师可以给研究生提供含有不同隐性知识
的文本资源，启发研究生把自己感悟到的隐性知识进行分析和分享;也可以通过视频、音频等方
式，引导研究生亲身体会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隐性知识，进而使研究生通过模仿、表演等形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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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洋、王祥、杨立昌、黄桂明:《新形势下研究生信息素养教育发展体系建构研究》，《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1年第 1期。
何艳平、龙敏:《“双一流”建设视域下研究生信息素养调查与培养策略分析》，《高校图书馆工作》2019年第 6期。
王佩玉:《在线教育在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前景初探———美国的经验及中国的思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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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其境地感受、学习与语言相关的传统文化等隐性知识，还可以让研究生把自己的感悟、反思进
行讨论或者文本书写。

这一环节主要是以教学内容为辅助，目的是提高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及应用能力。在这一过
程中，从教师到研究生都要注意思维方式的转变，即学好英语并不是目的，英语在研究生课堂中
更多地应该成为一种媒介，其作用是帮助研究生更好地进行与专业相关知识的学习，加深研究生
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在提高研究生显性知识的基础上，提升研究生获取隐形知识的能力。

2． 口语输出能力提升环节
如果要把研究生培养成满足国家需要的国际化人才，首先需要培养研究生的交流能力，而口

语输出能力就是研究生进行国际交流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了网络教学平台等现代化媒体技术的
辅助，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堂可以模拟再现诸如国际会议、商务谈判等场景，研究生在相应
的场景中可以通过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口语输出能力。

为了提高口语输出能力所进行的课堂活动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该部分的成绩可以计入
最后的课程评价体系，而且可以以组为单位给同学打分，从而帮助研究生认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
性，培养研究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3． 写作输出能力提升环节
“教学不仅要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世界，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①创新能力的高

低体现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及学术水平，但是现在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与决策能力还有待提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教师在设计教学的时候就要注重培养研究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给
研究生布置作业除了应有锻炼输出能力的内容之外，还要具有提高其原创性及创新能力的内容。
写作输出能力在展示专业水平、国际期刊发表、提高国际话语权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要想
提高研究生的写作输出能力，就需要教师在进行英语资源输入的同时，着重锻炼研究生用英语进
行写作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将语言能力与专业能力结合，引导研究生以自己的专业为
依托，从选题、语言、观点等诸多方面着手，找出前人的不足之处，梳理自己的写作思路，提升自己
的写作能力。教师应注意鼓励研究生作品的多元性、原创性，从而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研究
生的创新能力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 1) 选题的创新。如果选题缺乏创新，研究生就难以写出高水平的论文。要想使研究生的
选题具有创新性，教师必须引导研究生具备创新意识，引导研究生进行创新性思考。为了达到这
一目标，教师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引导:一是引导学生钻研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文献回顾、
文献梳理等方式，帮助学生找到自己的选题，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二是帮助学
生寻找前人的研究不足，发现前人没有研究或者研究薄弱的问题和角度，从而进行创新性研究。
总之，在研究生教学中，教师可以给研究生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研究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背
景确定有独创性的选题。

( 2) 语言的创新。语言的创新是英语写作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环节。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教
学平台为研究生推荐相关的作品或者网站，引导学生通过欣赏、比较、鉴别等方式，学习、借鉴源
语言中的个性化的语言或者创新性的词句，然后请研究生进行模仿，在模仿基础之上让研究生进
行语言方面的改造、创新。

( 3) 观点的创新。研究生要想在学术上发声，首先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之处，重要的一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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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创新。观点的创新与选题的创新相比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观点创新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找出前人观点的不足之处，然后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二是找到前人研究的空白，创新性地提
出自己的观点。要想做到观点创新，研究生就要具备创新意识，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做到不盲目
相信权威、不人云亦云，注重发现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及特殊性，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研究
生需要打破常规思维，尝试用新思路、新思维、新方法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了培养研究生的
观点创新能力，需要教师在课中环节给研究生布置批判性思维的任务，在课后环节通过网上阅读
及文献查阅等方式，引导研究生梳理前人的观点，提出并展示自己的独到见解。

( 三)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后设计
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课后设计，主要是通过课后作业及拓展活动的方式，进一步加深研究生

对课中活动的反思及理解，促进研究生对所学知识的内化，提升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可持
续发展能力。

1． 反思活动的布置及实施
教师的角色定位，教师应该不仅仅是英语语言技巧及语言特征的传授者。在进行研究生教

育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鼓励研究生在自我指导下发展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能力。① 为了达到
这一目的，教师可以在课后向研究生说明反思行为的重要意义，引导研究生对课前、课中的活动
和任务进行独立、广泛及深入的思考，尤其是对自己或者同学所说、所写内容的相关性、逻辑性及
所陈述观点的科学性等进行评价及反思。② 反思活动的布置及实施不仅能够提高研究生的英语
水平，而且能够提升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些反思活动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 1) 课前任务的评判及反馈环节。研究生对自己及其他同学的课前任务进行反思，之后教
师对于不同小组的整体表现及同学的个体表现进行相应的反馈。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反思、其他
同学和教师的反馈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或者不足，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找到提
高英语能力的途径和解决存在问题的方法。

( 2) 评判性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在对相应素材( 包括教师提供的素材及研究生自己或者其
他研究生找到的素材) 的审慎性阅读之后，研究生不仅要发现这些素材中的亮点，而且要找出素
材料中英语表达有待商榷的地方以及需要讨论的观点并就此展开相应的思考，然后通过网络教
学平台、QQ或者微信群等方式分享自己的观点。

( 3) 课中展示任务的反思。教师可以在课中通过引导研究生模拟国际会议、商务谈判等场
景的方式培养研究生的输出能力，包括口头陈述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后教师可以引导研究生
对不同的教学任务进行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独立思考。

2． 拓展活动的开展
课前、课中乃至课后的很多活动并不是一次性的。教师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研究生培养长期

进行英语训练、练习的积极性及持之以恒的毅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在课后可以通过网络
教学平台给研究生推送一些与英语知识、专业能力相关的拓展活动，如请研究生通过网络教学平
台查阅、上传英语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查阅与专业相关的英语文献;收听、鉴赏英文歌、英文演讲
等等，并在网络教学的讨论区把这些拓展活动进行讨论及分享。开展这些拓展活动的目的主要
是为了提高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促使研究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进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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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究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好地为研究生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准备。

四、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保障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的改革创新离不开教育实施的三个主体: 教师、学生和管理
者。要想提高研究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及高阶思维能力，还需要这三个主体的有机融合。只有在
教师引领、学生的参与以及管理者的支持和配合下，三位一体同步发力，通力合作，才能有效地保
障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实施与发展。

( 一) 以教师为主体的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保障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师要想提高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推动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

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与发展，首先要把握好自身的角色定位，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
1．教师信息素养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比如，教育部

等五部门关于印发《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 》的通知中明确提出，教师教育振
兴行动计划的一项主要措施就是开展“‘互联网+教师教育’创新行动。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
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教学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
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的教学方式变革”①。教师主动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积极
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已经成为新时代教师提升自我能力的必然要求。承担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
语教学任务的高校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机会，能够获得更多的业务培
训和现代化技术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迎接挑战，努力提高自己的信息素
养，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2．教师角色的主动转换及其角色定位
相关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师应主动转换角色并确定自己的角色定位。哈蒂认为要想提

高研究生的高阶能力，教师必须承担“激活者( Activator) ”“评价者”和“社会榜样”三种角色②，这
些角色必须通过教师的课堂活动设计来体现。作为激活者，教师要考虑以更多的方式辅助研究
生的自主学习活动，激发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及学习潜能;作为评价者，教师需要借助网络教学平
台准确地对研究生的学习活动作出有效的评价;作为社会榜样，教师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言
传身教，做教书育人的典范。

与此相对应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师在设计课堂活动、进行教学方式改革的同时，除
了致力于提高研究生的英语能力水平之外，还应该侧重提高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并且设计有
助于提升研究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内容。

3．教师对常用的网络教学及网络教学新技术、新手段的掌握和利用
在当前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师应该走出“象牙塔”，养成终生学习的

习惯，尽快熟悉掌握网络教学平台以及雨课堂、钉钉、腾讯会议、企业微信、Zoom等网络教学辅助
工具，主动、积极利用网上大量的英语教学资源，如“中国大学 MOOC( 慕课) －国家精品课程网络
学习平台”提供的优秀课程，也可以运用批改网等在线服务平台指正研究生学习中出现的语言、

621

①

②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 《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 年)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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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句法错误，从而更好地为英语教学服务，为提高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 二) 以学生为主体的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保障
作为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主体，学生不能只是研究生英语教学活动被动的接受者，

而应该在对自己有准确定位的前提下，有效地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并对教师的教学活动进行实时、
持续的反思和反馈，从而促进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发展。

1．学生对自己的准确定位
“研究生之所以不同于本科生是他们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后者强。”①这就表明，

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能够更好地认识并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具体到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
学来说，研究生要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及需要提高的高阶思维能力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定位，
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活动。这不仅有助于调动学生英语
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也有利于提高学生输出能力、提升高阶思维能力。

2．学生对网络教学平台的有效利用
要想更好地保障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实施，就需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和帮助

下，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循环设计，根据自己的班级和课程，完成教师通过教学端布置的任
务，如预习任务、讨论任务等，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利用题库、语料库等进行学习。此外，学生可以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讨论区等相关功能，与教师以及其他学生进行讨论和沟通，形成师生交互、
生生交互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学生可以借助网络教学的统计及评测功能，通过进行学习的自
评及互评，对自己的学习进度、学习能力等进行适时的追踪，从而对学习起到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3．学生对教师及“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设计的实时、持续的反思和反馈
研究生是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核心，所以，整个教学设计围绕着学生进行。而学生

的反馈会导致课堂的变化，从而方便学生的学习，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更好地促进非英语专
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的发展。在学生进行反馈的过程中，学生反思及反馈内容的组织、提交等
也有助于促进学生从多角度理解问题，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拓宽
学生的学术视野，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

( 三) 以管理者为主体的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创新的保障
管理者在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教学中的主要作用是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支撑及管

理。管理者首先应该搭建好网络教学平台，通过大数据对教学活动与教学内容进行统计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对教学过程进行教学评估和指导，从而促进整个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的开展。除此
以外，管理者还应该对高校师生进行相应的技术培训并做好相应的服务工作。

1．管理者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对教师及学生的课堂交互起到有力支撑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离不开网络教学平台的搭建及使用。网络教学平台是“互

联网+”背景下开展研究生英语教学的重要支撑，但是由于其价格昂贵，使用成本高，所以教学平
台应由管理者统筹进行搭建并做好网络管理平台的维护。在建好平台的基础上，可以由管理者
与研究生英语教师合作，搭建研究生英语教学平台，供研究生进行与英语相关的自主学习、探索
研究、信息交流等活动。研究生英语教学平台应该由自主学习系统、教学管理系统、学习资源库
和网络考试系统组成。学生在取得帐号和密码后可以自由登陆进行学习，不受学习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教师将通过学习管理和交互系统参与和指导学生的自主学习，解答学生的问题、监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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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过程。之后在教学过程中，管理者可以通过云计算等方式，对教学的相关活动进行统计和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辅助教师和学生对教学活动做好评价包括自评、互评，从而促进研究生英语教
学改革的进行、发展和完善。

2．管理者对高校师生所做的技术培训及服务工作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 2017 年 7 月) 表示，要“支持高等院校

……等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鼓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拓宽人工智能专业教育内容，形成
‘人工智能+X’复合专业培养新模式”。① 这表明人工智能技能及相关技术培训对高等教育的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促进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革的发展，管理者应该
组织并引导高校师生参加相应的培训并做好服务工作，从而充分、有效地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及资
源，加快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及研究生高阶思维能力的提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管理者应该从培训政策、培训项目、培训教材、培训模式等方面入手，
“以更高标准、更大作为和更严要求切实完善和提升学校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水平”②。第一，管理
者可以通过制定培训文件、培训方案等手段，激发高校师生对相应技术的兴趣，并参与相应的培
训;第二，管理者可以设立技术培训专项，通过人工智能、技能培训等项目立项的方式来激励技术
提升;第三，管理者可以携手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图书馆等相应部门的专家、技术人员开展技
术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第四，管理者也可以深入探讨技术培训可行性模式及方法，从而多元化、
个性化地促进技术培训的发展;第五，管理者还应该做好相应的技术服务工作，比如做好网络平
台的运行监控、保证网络的畅通、做好高校师生有关技术问题的相关答疑，等等。

结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构建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为
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就要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国家培养更多具备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
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环，需要培养能够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参与国际事务、国际交流
与合作的具有创新、创造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高阶思维能力是创新创造的核心，那么如何通过课
程改革，在提升研究生的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提高和强化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是当前非英
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基于高阶思维能力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课程改
革创新是为了满足当前国家和社会对于研究生教育的需求，而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
的循序设计，可以在提高研究生英语语言输出能力的同时，提升研究生的高阶思维能力，并在循
环过程中不断强化高阶思维能力，进而培养具有全球化竞争能力的国际化人才。非英语专业研
究生英语课程的改革和创新，不仅仅是语言教学的创新，而且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目的是通
过改革和创新能够更好地利用互联网及网络教学平台的资源，帮助研究生提升自己的高阶思维
能力，全面提升研究生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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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orm and Innovation of English Courses for Non－English Major
Gr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Du Xinyu1，Yang Minghai2

(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100;
2．Postgraduate School，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Shandong，250114)

Abstract: English teach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explore how to improve the higher － order
thinking skills of graduate students while enhancing their English competence so as to meet the demand
of cultivation，innovation and creativity for high － level talents of the n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ombin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and wit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cycle process of teaching，i． e．，teaching design before class，in class and after class，and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s of various teaching activities，the reform of English courses for non－English major
graduate students is meant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strengthen the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of
graduate students，to apply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on the basis of mastering English knowledge
and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ternational talents in their professional / industrial
fields so as to effectively cope with the global fierc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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