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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构建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向量表并开展实证调查。量具的构建采用文献研究和实地研究相结

合的思路。思辨倾向的 8 个一级维度归类为两个二级维度。研究发现: ( 1) 思辨倾向整体积极且比读研前有进步; 大部

分学生的整体水平为中等以上，积极变化的人多于消极变化; ( 2) 二级维度的发展比较均衡，学术性的进步更大; ( 3) 一

级维度的发展水平不均衡，进步程度不一。建议对积极性较低的维度，尤其是低分学生的相关维度给予重点关注，将思

辨倾向的培养有针对性地融入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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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developes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 CTD) inventory for MA English majors，and applies it to an investiga-
tion of 579 participants． The inventory is developed through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carrying ou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eight
first-level dimensions are categorized into two second-level dimensions． The major findings include: ( 1) in general，MA English
majors have a positive CTD level and are more positive than before; most students are above the medium level; the population
showing progress is larger than retrogressing; ( 2) the second-level dimensions are of equal positivity with the academic one of
greater progress; ( 3) the first-level dimensions are different in both current conditions and degrees of progress． It is suggested
that educator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low-level dimensions，especially those of low-level students，and purposefully cultivate
CTDs in educ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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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辨倾向 (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s) 是个

人进行判断和做决策的态度、习惯。它是思维活

动的基础，其积极程度影响分析、推理、评价等思

辨活动结果的方向。积极正面的思辨倾向包括开

放包容、坚持不懈、审慎明辨等，使思维活动促进

自身和社会发展。消极负面的思辨倾包括狭隘偏

激、害怕困难、人云亦云等，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

危害。研究生具有较高的思维能力，是国家未来

的高端人才，他们具有积极的思辨倾向才能引领

社会健康发展。思辨能力已引起外语界的重视，

积极的思辨倾向成为高等教育和英语人才培养的

重要目标之一( 钟美荪 孙有中 2014: 4) 。相关学

者构建大学生思辨倾向客观问卷，就外语专业本

科生的思辨倾向展开一系列实证研究 ( 文秋芳

2012，文秋芳 张伶俐 2016: 1 － 7 ) 。硕士阶段学

习对思辨能力要求较高，这一规律符合研究生人

才培养的要求。然而，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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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尚未引起应有的关注，实证研究和量具开发尚且

不足，研究现状与人才培养的要求不符。为反映我

国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向基本面貌，给英语专

业研究生的教育教学改革、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和借鉴，本研究拟构建英语专业硕士生思辨倾向问

卷，并运用该问卷开展实证调查，揭示现状和变化、
存在的问题。

2 相关研究回顾
思辨倾向在一些欧美国家和我国的港台地区

受到较多关注。大陆的研究始于 20 年前，尤以医

学界、英语界最为集中。德尔斐项目( Delphi Pro-
ject) 是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思辨倾向研究之一。
来自不同学科的 46 名教育专家就思辨倾向的内

涵达成共识，研发英文版加利福尼亚思辨倾向问

卷( California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
ry，简称 CCTDI) ，开展实证研究( Facioné 1990) ，

为世界上众多研究提供理论和量具基础。
2． 1 思辨倾向的内涵

笔者认为，思辨倾向作为思辨活动的方向性

基础要素，应当包括道德性、正义性，并用“利他

性”进行概括。笔者认为思辨倾向是为判断相信

什么、做什么而进行理性思考时的习惯性动机。8
个维度的内涵的积极倾向表述为: ( 1 ) 寻真性: 追

求真理，精益求精; ( 2 ) 开放性: 理解和包容差异

性，克制自己可能的偏见; ( 3 ) 分析性: 运用推理

和证据解决问题，对可能的结果和困难进行考虑;

( 4) 系统性: 做事情有组织、有条理，勤奋专注，坚

持不懈; ( 5 ) 自信度: 对自己的推理和判断有信

心; ( 6) 好奇心: 渴望学习任何知识，对事物的原

理感兴趣; ( 7) 成熟度: 深思熟虑，独立思考，辩证

地、发展地看问题，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 ( 8 ) 利

他性( altruism) : 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重视他人

的利益。
2． 2 中文量具的研发

CCTDI 由研究对象阅读 75 个陈述句( 项目)

并根据个人情况完成等级量表。心理学、医学研

究者对 CCTDI 进行翻译，并对语言表述和情境进

行本土化修订，研究对象为某地区不同专业的大

学生( 罗清旭 杨鑫辉 2001: 47 － 51 ) 和护理专业

大学生 ( 彭 美 慈 等 2004: 644 － 647 ) 。文 秋 芳

( 2012: 53 － 72) 的量具共有 54 个项目，其中包括

正义性的项目; 为更好地探讨培养问题，通过统计

分析将分析性、好奇心、自信度、系统性归为学术

性，与学习相关; 其余维度归为社会性，与人际交

往相关; 该量具在我国不同专业近两万名大学生

中使用。以往量具的构建方法值得借鉴，但由于

没有针对英语专业硕士生，难以有效地反映该群

体的状况。
2． 3 实证研究

高等教育中的思辨倾向研究采用量化或量化

结 合 质 性 的 方 法。发 展 研 究 包 括 横 断 设 计

( Yüksel，Türkses 2015: 70 － 86 ) 和跟踪设计 ( 文

秋芳 张伶俐 2016: 3 ) 。前者无法对同一对象进

行前后对比，后者容易造成对象流失。测评工具

主要 是 CCTDI 或 其 修 订 版 ( Giancarlo，Facioné
2001: 29 － 55; zyurt 2015: 353 － 361) 。国外研究

的对象多为本科生，尤其是医学护理专业学生，个

别涉及研究生和外语类学生( Tüfekci et al． 2011:

831 － 836) ，国内研究对象以医学生、英语本科生

为主，研究对象的不同使得仅有少数研究结果具

有启发作用。中国英语本科生的思辨倾向整体是

积极的，其中积极性较高的维度是成熟度、好奇心

( 马越 2011: 93 － 94) 。外语本科生的思辨倾向不

逊于文理科生，其学术性倾向比社会性更积极; 本

科阶段课程学习总体上有益于思辨倾向的发展，

但助益有限 ( 文秋芳 2012: 145 － 147，文秋芳 张

伶俐 2016: 4) 。从本科到硕士阶段的发展研究结

果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硕士生的积极程度更高

( Tüfekci et al． 2011: 831 － 836) ，也有学者认为没

有发现显著变化( Yu et al． 2015: 97 － 107) ，施利

承等( 2009: 14 － 15) 则发现文科硕士生比本科生

更积极。可见，外语专业研究生的思辨倾向所受

关注甚少，量具的针对性不够; 实证数据不足，本

科到硕士期间的变化未形成共识; 横断和跟踪设

计各有利弊。

3 量具的构建
3． 1 量具准备

量具的构建以提高目标人群的针对性为主要

目标。准备阶段采取自上而下的文献法和自下而

上的实地研究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本研究作

为对目标群体的探索性研究，以相对成熟的德尔

斐项目理论和 CCTDI 为基本依据，并大量参考其

他思辨能力相关的文献。另一方面，实地预研究

为理论内涵和问卷修订提供资料支持。笔者根据

研究目的选定某大学 5 名硕士生作为对象，对其

硕士学习阶段进行全面的、逐渐聚焦的跟踪研究，

了解他们各方面的感受和变化。质性研究手段包

括开放和半开放式访谈，录音总时长为 63 小时

30 分钟，转写文本约 110 万字; 对课内外学习活

动和非正式交流进行观察; 进行文件分析，包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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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料、反思日记、论文和讨论录音等; 与研究对

象的网络交流记录如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 撰写

研究日志若干万字。丰富多样的资料相互印证、

相互补充。预研究发现，硕士生的思辨倾向在硕

士学习期间经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变化，变

化渗透在包括学习在内的多个方面。实地研究补

充以往量具没有涉及的内容，为体现英语专业硕

士生的特点提供可能性。

笔者结合文献和实地预研究增减项目数量、

修改语言表述及其情境。笔者与英语专业教师和

博士生、其他语种硕士生若干人进行多次商讨，经

过 5 名非英语专业硕士生的试测，初步形成的问

卷包含 90 项，分属 8 个维度。
3． 2 量具检验

首先运用问卷开展实证研究以获取数据。笔

者向入学一学期的英语专业学术型硕士生 604 人

发放问卷，有效问卷 579 份。个别问卷的个人信

息不完整，但主体符合要求，仍视为有效问卷。一

年级硕士生对读研之前的记忆比较清楚，且适合

参加统一组织的问卷填写并保证质量。学术型研

究生的一个重要培养目标是创造性，而思辨倾向

是创造性的基础之一，因此他们比专业型硕士生

更适合开展研究生思辨能力的初步探索。他们的

个人信息如表1 所示，学校分布如表2 所示。
表1 研究对象个人信息汇总

专业 学制( 年) 工作年限( 年) 性别

语言

学

应用

语言

学

文学 翻译 合计 2 2． 5 3 合计 0 1 －45 －9≥10合计 男 女 合计

人数 173 141 134 115 563 60 83 436 579 492 59 15 5 571 42 533 575

比例( % ) 29． 9 24． 4 23． 1 19． 9 97． 2 10． 4 14． 3 75． 3 100 85 10． 2 2． 6 0． 9 98． 6 7． 3 92． 1 99． 3

表2 研究对象学校分布情况

学校层次 985 211 一本 二本 合计 学校类型 综合 师范 理工 语言 财经 农学 合计

学校数量 3 5 7 2 17 学校数量 5 4 3 3 1 1 17

人数比例

( % )
20． 4 28． 5 42． 5 8． 6 100． 0

人数比例

( % )
27． 8 31． 8 17． 4 17． 4 2． 8 2． 8 100． 0

数据收集在专业课堂上进行，笔者和任课教

师在场以确保质量，对填写不认真的问卷进行标

记。考虑到横断和跟踪设计的利弊，问卷要求学

生报告现状并根据回忆报告过去的状态。

第二步是问卷评价，采用 Cronbach α 法分别

对现在和过去的 8 个维度进行信度检验和分类，

如表3 所示:

表3 问卷信度检验和维度分类

维度
初步

90 项

修改后

78 项

现在 α( 修改后) 过去 α( 修改后)

一级 二级 整体 一级 二级 整体

分析性 11 11 0． 636
成熟度 12 10 0． 598
好奇心 11 11 0． 789
自信度 12 9 0． 716
系统性 14 11 0． 761
寻真性 10 8 0． 583
开放性 10 8 0． 556
利他性 10 10 0． 602

学术性

0． 900

社会性

0． 762

0． 910

0． 673
0． 625
0． 777
0． 705
0． 748
0． 558
0． 603
0． 521

学术性

0． 901

社会性

0． 747

0． 909

修改后的一级维度信度分别是 0． 556 － 0． 789
( 现在) 、0． 521 － 0． 777( 过去) ，与彭美慈等( 2004:

645 －646) 和文秋芳( 2012: 55) 类似。8 个一级维

度归为两个二级维度并沿用文秋芳( 2012: 53 －55)

的二级维度名称; 成熟度在本研究中归为学术性，

可能与内涵稍有变化有关。问卷最终包含 78 个项

目，整体信度 0． 9 以上，量具可靠。

4 实证研究设计
研究问题是: ( 1 ) 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

向现状如何，有哪些特点? ( 2 ) 他们的思辨倾向

与读研以前相比是否有变化? 如果有，有哪些变

化特点? 研究对象信息见量具检验部分。研究工

具为本研究构建的问卷( 参见表3 ) ; 等级量表采用

1( 完全不符合) 到 6( 完全符合) 共 6 个等级，3 偏

不符合，4 偏符合。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分别对应

量具检验的获取数据和问卷评价部分。实证研究

既是量具检验的数据基础，也是对量具的应用。

5 实证研究结果与讨论
5． 1 现状与变化情况

问卷调查结果如表4 所示。读研期间，英语

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向在整体上和第二级、第一

级各个维度的均值都大于 4，依照 CCTDI 的计算

方法，是积极正面的。第二级的学术性和社会性

水平相当( t = － 0． 62，p = ． 53 ) 。第一级的 8 个

维度具有显著差异( F = 139． 46，p = ． 00) ，其中开

放性的积极程度最高，其次是成熟度和分析性

( p = ． 80) ，然后依次是好奇心、寻真性，积极程度

最低的是系统性、自信度、利他性( p = 1． 00 ) 。了

解各个分数段的人群分布有助于因材施教( 文秋

芳 2012: 65 ) 。整体上，中、高分段的人数接近 8
成，说明大部分学生的思辨倾向值得肯定，但积极

211

2017 年 张 莎 文秋芳 英语专业硕士生思辨倾向的量具构建与实证调查 第 2 期



程度不同。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高分人数各占 4
成; 但学术性的低分人数更多，问题更突出。第一

级的分析性、成熟度、好奇心、开放性的高分段人

数明显更多，尤以开放性最突出; 这 4 个维度上大

部分学生的现状令人满意。系统性、利他性、自信

度的水平不容乐观，高分人数少，低分人数多( 系

统性最突出) ，是不少学生的短板。

表4 思辨倾向的现状和变化

现在 现状分数分布( % ) 过去 变化 变化方向分布( % )

均值 标准差
低分

段*

中分

段*

高分

段* 合计 均值 标准差 差值 d t 负 无 正 合计

整体 4． 40 0． 47 21． 1 42． 1 36． 8 100． 0 4． 15 0． 48 ． 24＊＊ 17． 7 17． 6 3． 6 78． 8 100． 0

第二级
学术性 4． 39 0． 52 23． 7 37． 3 39． 0 100． 0 4． 11 0． 54 ． 27＊＊ 17． 2 15． 5 5． 0 79． 5 100． 0
社会性 4． 40 0． 52 20． 4 40． 2 39． 4 100． 0 4． 21 0． 53 ． 19＊＊ 14． 5 21． 6 8． 3 70． 1 100． 0

第一级

分析性 4． 56 0． 60 16． 2 34． 0 49． 7 100． 0 4． 25 0． 64 ． 31＊＊ 17． 9 11． 4 18． 8 69． 8 100． 0
成熟度 4． 61 0． 57 13． 3 31． 6 55． 1 100． 0 4． 33 0． 61 ． 28＊＊ 15． 1 14． 0 20． 2 65． 8 100． 0
好奇心 4． 47 0． 74 23． 3 28． 9 47． 8 100． 0 4． 21 0． 74 ． 27＊＊ 12． 0 18． 7 12． 8 68． 6 100． 1
系统性 4． 10 0． 75 41． 1 31． 3 27． 6 100． 0 3． 84 0． 76 ． 27＊＊ 13． 1 21． 2 12． 8 66． 0 100． 0
自信度 4． 16 0． 69 36． 1 38． 7 25． 2 100． 0 3． 94 0． 71 ． 22＊＊ 12． 4 17． 4 17． 8 64． 8 100． 0
寻真性 4． 29 0． 72 32． 0 31． 8 36． 3 100． 0 4． 07 0． 72 ． 22＊＊ 10． 5 27． 8 13． 6 58． 6 100． 0
开放性 4． 81 0． 63 8． 5 25． 9 65． 6 100． 0 4． 49 0． 72 ． 32＊＊ 16． 1 11． 6 23． 1 65． 3 100． 0
利他性 4． 16 0． 67 36． 8 34． 5 28． 7 100． 0 4． 10 0． 63 ． 06＊＊ 3． 8 27． 8 23． 1 49． 1 100． 0

* 参考 Profetto-McGrath( 2003: 569 － 577) 和数学的区间概念将得分分为三段。区间( 0，4) 为低分段，［4，4． 57］为中

分段，［4． 57，6］为高分段。［表示≥，］表示≤，( 表示 ＞ ，) 表示 ＜。
＊＊p = ． 00

与读研之前相比较，硕士生的思辨倾向在整

体上和 第 二 级、第 一 级 各 个 维 度 都 更 加 积 极

( p = ． 00) ; 学术性的进步大于社会性; 第一级进

步最大的是开放性、分析性( d ＞ 0． 31) ，最小的是

利他性( d = ． 06) ，远低于其他维度( d ＞ ． 22) 。从

变化方向的人数来看，正向积极变化的人数在所

有层面都大大多于消极变化和没有变化。整体正

变化的人接近 8 成，没有变化的人仅占 3． 6%。

学术性正变化的人数多于社会性，说明读研在学

术性方面积极影响更多的人，表现在第一级，就是

5 个学术性维度正变化人数较多 ( 64 － 70% ) ，3

个社会性维度的正变化人数较少( 49 － 65% ) ，且

利他性、寻真性这两个社会性维度的负变化人数

较多( 27． 8% ) 。尽管利他性的变化最不容乐观，

正变化人数仍有一半。
5． 2 讨论

结果表明，英语专业硕士生整体上具备积极

运用思维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正面影响的可能性，

其思辨倾向在学术和人际方面得到均衡的发展。

他们保持着本科阶段的好奇心、开放性的优势，而

系统性、自信度方面的不足也仍然存在。研究也

揭示出硕士生不同于本科生的特点。他们的优点

是愿意换位思考，重视分析、逻辑推理和评价，看

问题比较全面辩证，经过自己的认真思考才做判

断。他们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足，如难以从

容应对多项任务; 尚未形成良好的思考、反思习

惯; 部分学生的公正善良之心受到压抑或挑战，对

于个人前途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社会道德问

题等感到迷茫。就变化而言，读研后思辨倾向的

积极程度提高，积极变化的人远多于没有变化和

消极变化，说明英语专业硕士生教育总体上对思

辨倾向有促进作用。学术性倾向比社会性受到更

多的积极影响，与学习目标、内容、方式有较大关

系。本科学习以记忆、模仿等思维活动为主，分

析、评价、论证等较高层次的思维较少涉及。研究

生阅读学术论文需要理解、分析、批判，撰写学术

论文需要探究、论证、辨析，学习活动与思辨紧密

结合。高频次的思辨训练有助于提升思辨倾向的

积极性，如分析性的进步与学术训练密切相关。

系统性的提高与研究生的个体心理成熟、更多地

思考学业、就业、生活分不开; 但由于读研之前积

极程度太低，读研之后的积极性仍然有限。思辨

倾向取得全面进步的同时，进步较小的维度需要

引起重视。科技和社会发展使得消息渠道多样

化、观点时有碰撞，教育偏重专业知识能力而轻视

其他素质，就业形势不乐观，社会负面信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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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可能影响利他性的发展。利他性关涉思辨

能力的道德基础，影响思辨能力的作用方向，其培

养任务比较艰巨，应当引起教育者的充分重视。
寻真性的积极变化也较小，与小部分学术型硕士

生的学习动机有关，他们想提高外语能力、提升学

位或发展其他能力，而对研究不感兴趣，追求真

理、精益求精的动力不足。

6 结束语
本研究构建英语专业硕士生的思辨倾向问

卷，并应用问卷开展实证研究，描述目标人群的相

关现状和变化。研究发现，我国英语专业硕士生

的思辨倾向整体水平比较乐观，且比读研之前有

显著进步; 学术性在读研期间的进步更大，从而与

社会性水平相当; 开放性、成熟度、分析性、好奇心

比较积极，利他性、自信度、系统性、寻真性较弱;

进步较大的是分析性、系统性、开放性，进步最小

的是利他性。英语专业硕士生的培养总体上有利

于思辨倾向的积极发展，值得总结经验; 同时也存

在一些问题，如个别维度的发展滞后、少数学生出

现消极变化等，需要进一步了解变化、尤其是消极

变化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因材施教。
对外语专业研究生教育的启示主要有 4 点:

( 1) 重点关注系统性、自信度和利他性的培养，尤

其关注低分段学生在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如引导

学生思考，鼓励他们有理有据地表达个人意见和

不同观点，增强自信心。( 2 ) 思辨倾向的培养究

竟采用显性还是隐性、融合还是分离式，在学习活

动中如何设置相关的任务，需要根据思辨倾向维

度、学习内容和方式、学生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

计，充分挖掘学术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 高瑛 许莹

2015: 1 － 5) 。( 3) 将思辨倾向的培养拓展到学习

活动之外，注重培养的整体性、贯通性，如结合研

究生的个人发展、社会热点等加强挫折教育，培养

踏实进取的心态和意志力; 引导学生通过了解时

事、参与社会服务等积极关注和接触社会，加强道

德、情感教育。( 4 ) 学术型硕士生的培养目标和

学习动机之间的差异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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