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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批判性思维是评价、探索和发展活动中最基本、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形式,是提出并

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而目前中国高中化学教学中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重视不足,这对学生达

成 “终身学习”的目标十分不利。以中美高中化学主流教材为研究对象,以定量赋值的方法比较

教材中批判性思维栏目内容,通过分析栏目中习题对批判性思维的2个构成要素 “批判性精神”与

“批判性技能”的培养倾向,以期对教材编写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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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性思维是评价、探索和发展活动中最基

本、最富有创造性的思维形式,是提出并解决问题

的先决条件。在大多数国家或者机构出台的核心素

养文本中,都将批判性思维放入框架[1]。2016年

出台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提出了 “批
判质疑”是科学精神素养的核心要素,体现了我国

教育体系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重视。但是,由

于大班教学、应试教育、题海战术等教学要素的影

响,使批判性思维在实际课堂教学中的培养工作停

滞不前,学生面对现代社会 “爆炸性”信息时,选

择性接受、自我反思和调节的能力不足。
高中化学教材是高中化学课程的物化形态与文

本素材,是实现高中化学课程目标、培养学生化学

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载体[2]。故教材编写应体现先

进的教学理念,成为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温床。

1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20世纪初,杜威在 《我们怎样思维》一书中

系统论述了什么是反省思维 (ReflectiveThink-
ing),又称反思性思维,认为它是对某个问题进行

反复的、认真的、不断的深思。以杜威的理论为基

础,后人又对批判性思维的概念进行补充。罗伯

特·恩尼斯认为批判性思维是指对所学东西的真实

性、精确性、性质与价值进行个人判断,从而对做

什么和相信什么做出合理决策的思维活动[3];美国

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 (CCTST)则认为批判性思

维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对产生知识的过程、理论、方

法、背景、证据和评价知识的标准等正确与否做出

自我调节性判断的思维过程[4]。2者表达方式不

同,但都认为批判性思维包括 “对外界信息的扬

弃”和 “自我调节”两大要素,因此可以将批判性

思维界定为:对外界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以及与

当下情境的适配程度做出评判,并依据信息调节自

身活动的思维过程。
目前,普遍认为批判性思维由批判性精神与批

判性技能2方面构成[5],具体见图1。批判性精神

即 “人想要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考”的心理倾向,
而批判性技能则是 “人更好地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思

考”所应具备的关键能力。

Fig.1 Theelementsofcriticalthinking
图1 批判性思维包含要素

·24· 化 学 教 育 (中英文)(http://www.hxjy.chemsoc.org.cn)     2023年第44卷第21期



  关于批判性精神,由罗清旭翻译的加利福尼亚

批判性思维倾向问卷 (CCTST)认为其包括 “寻
求真理、思想开放、解析性、系统性、有序性、批

判性思维的自信性、好询问、认知成熟性、乐观

性”等9大要素[4];刘儒德认为其包括 “独立自

主、充满自信、乐于思考、不迷信权威、头脑开

放、尊重他人”等6大要素[6];而王习胜认为其包

括 “独立意识、开放心理、主动思考、尊重他人、
不迷信权威、自我矫正的愿望”等6个要素[7]。综

合来看,人们对于批判性精神的认识较为统一,可

以概括为:思想的开放性、独立性、系统性;充满

好奇心与求知欲;敢于质疑;较强的自信心;尊重

他人。
对于批判性技能所包含的要素,人们普遍认为

包括 “信息获取能力”“问题意识”“提出并评价假

设能力” “多维度分析推理能力”,但对是否包括

“问题解决能力”和 “元认知监控能力”有较大争

议[4,8-9]。对于 “问题解决能力”,大多数复杂问题

的解决需要具备一定的批判性技能,同时批判性技

能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2者相辅相

成,不是包含关系,故没有将 “问题解决能力”界

定为批判性技能的要素。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反思性

思维,人们不仅要对外界的信息进行扬弃,也要对

自己扬弃的思维过程进行反思,而这种 “反思的反

思”就是元认知监控能力,故元认知监控能力应当

为批判性技能的重要部分。
批判性技能应当包括:信息获取能力、问题意

识、提出并评价假设能力、多维度分析推理能力和

元认知监控能力等。

2 批判性思维栏目对比分析的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Chemistry:ConceptsandApplications 由美

国 McGraw-Hill公司于2012年出版,在美国的高

中化学课堂中选用率较高,教材编写理念新颖,呈

现内容科学且对教学影响较大[10],每章节习题中

设置的批判性思维栏目富有研究价值。目前已被王

祖浩翻译,命名为 《化学:概念与应用》 (科学发

现者),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国目前3个版本的教材都是以 《普通高中化

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为依据编

写的,都能体现先进的教学理念,2019年出版的

苏教版教材中增加了 “批判性思维”栏目,其中包

含少量习题。
习题作为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正文紧密

联系、相互依存,是正文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课程目标和教材的编写意图[11]。故选择江苏

凤凰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化学教材 (2019
年)(后简称苏教版教材)以及王祖浩翻译的 《化
学:概念与应用》(后称美国版教材)中的 “批判

性思维栏目”的习题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目标

(1)定量分析中美化学教材 “批判性思维”栏

目中习题的分布规律与出现频次,对比习题的分布

特点。
(2)定量分析中美化学教材 “批判性思维”栏

目中习题对 “批判性精神”与 “批判性技能”的培

养倾向,对比中美教材内容建构的共性与差异。
(3)尝试对教材中 “批判性思维”栏目的编写

提出建议。

2.3 研究框架

借鉴王祖浩研究中美高中化学教材中 “绿色发

展”内容的研究框架[12],结合本研究的特点,拟从

分布特点、内容建构2个方面对中美教材的 “批判

性思维”栏目进行对比分析,内容建构又分为批判

性精神和批判性技能2个部分,均以定量的方法展

开。

2.3.1 分布特点

在中美教材中,批判性思维栏目中的内容皆以

问题的形式呈现,但2者问题出现的频次有较大差

异,参考王祖浩对高中化学体系的分类[12],结合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

订)》以及 《化学:概念与应用》的章节重新划分

主题。但由于苏教版教材仅有选择性必修的3本书

设置了 “批判性思维栏目”,将美国版教材中对应

的章节填入主题后,剩余7章无法分类,故额外划

分2个主题 “无机化合物及反应”“化学科学”。以

表格的形式表示批判性思维栏目中习题在不同主题

中的分布情况,结果如表1所示。

2.3.2 内容建构

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促进

批判性精神与批判性技能的发展。
(1)习题对批判性精神培养情况的研究框架

周青曾提出并论证了促进批判性精神发展的习

题应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过程性的特点[13]。《普
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
中也提出习题的设置应有创新性,以真实情境为测

试载体,以学生已有知识经验为基础,创设合理生

动的问题情境[2]。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与生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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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联系的情境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

而自主利用批判性思维进行思考,促进批判性精神的

发展。因此,也将情境性作为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的

习题应具有的特点。促进批判性精神发展的习题应当

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过程性、情境性等4个特点,
与批判性精神要素的具体对应关系见表2。

表1 中美教材主题划分

Table1 SubjectdivisionofChineseandAmericantextbooks

主题序号 主题 中国 美国

主题1
化学反应

原理

选择性必修1
化学反应原理

a.物质的动力学理论;b. 气体的行为;c.水和溶液;d.酸碱和pH;e.电化学;

f.化学反应与能量变化

主题2
物质结构与

性质

选择性必修2
物质结构与性质

a.物质是由原子构成的;b. 元素周期表导论;c.原子模型的完善;

d. 元素性质的周期性;e.化学键;f.核化学

主题3 有机化学基础
选择性必修3
有机化学基础

a.有机化学;b.生命化学

主题4
无机化合物及

反应
—

a.化合物的形成;b.化合物的类型;c.化学反应与化学方程式;d.氧化还原反应;

e.酸碱反应

主题5 化学科学 — a.化学:关于物质的一门学科;b.化学量

表2 习题特性与批判性精神对应表

Table2 Exercisecharacteristicsandcorrespondingcriticalspirit

习题特性 内涵 对应的批判性精神要素

综合性
需要多个关联的知识

点综合解决问题

思想的开放性、独立性、系

统性

开放性
答案或解决问题的路

径不唯一

思想的开放性、敢于质疑、

较强的自信心、尊重他人

过程性
解题过程的复杂程度,

理论与实践能否结合

思想的独立性、好奇心与求

知欲

情境性
有真实的、生动的、科

学的情境

思想的开放性、系统性、好

奇心与求知欲

  为了更好地分析教材中题目对批判性精神的培

养情况,制定了以下的赋值规则,便于从定量角度

分析,具体见表3。
表3 批判性精神量化评价工具

Table3 Criticalmentalquantitativeassessmenttool

综合性 开放性 过程性 情境性

0分
仅涉 及 一 个

知识点

有唯 一 解 题

路径与答案
一目了然 无情境

1分

考查同一学科

2个知识点的

综合应用

有多 个 解 题

路径 与 唯 一

答案

仅需理论推导

无需实践

模 拟 情 境,

但客观性有

待商榷

2分

考查 同 一 学

科多 个 知 识

点的 综 合 应

用

有多个答案

需理论与实践

结合,但较为

简单,解题历

程较短

模 拟 情 境,

且较为科学

3分

考查 跨 学 科

知识 的 综 合

应用

没有 标 准 答

案,可 畅 所

欲言

需理论与实践

结合,且较为

复杂,解题历

程较长

真实情境

  由于个别题目很难依据具体化的评级进行赋

值,因此采取模糊记分法,依据习题与评分标准的

符合程度,在0-3分的区间内赋值,由研究团队

中的2名研究者,对2个版本教材中所有题目进行

赋值,对个别有分歧的问题,讨论或咨询专家后决

定。现以美国版教材第45页的一个习题为 例,
说明赋值方法。

在运用层析的方法分析不同颜色的墨水时,可

以发现不同色彩的墨水中含有相同的色素成分。例

如,黑墨水和蓝墨水中都含有蓝色色素。请设计一

个实验来探究,不同墨水中相同颜色的色素,是不

是同一种色素?
此习题以 “墨水中含有相同色素成分”为情境

引导学生设计实验,真实有趣且能激发学生的探究

兴趣,故情境性一栏赋值3分;本题需要多个要素

关联解题,虽没有跨学科,但也具有一定综合性,
故综合性一项赋值2分;本题需要设计实验甚至进

行实验加以验证,具有一定思维容量,解题历程复

杂,过程性一栏赋值3分;本题没有标准答案,也

没有规定的思维路径,故开放性一栏赋值3分。
(2)习题对批判性技能培养情况的研究框架

针对批判性技能培养程度的分析,同样采取定

量研究的方法。由于不同习题对应的批判性技能数

目差别较大,如果采用赋分的方式可能会出现某一

项技能满分,剩下技能0分的现象,不利于比较。
而采用5种技能的频次统计,就能较好地判断多种

批判性技能的培养倾向,进而提出改进的策略。下

面以苏教版教科书选择性必修3第60页批判性思

维栏目中的习题为例,说明定量分析方法。
在石油加工过程中,如何从重油中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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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油的产量,增加炼油的高附加值产品,是全球

石油技术领域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提出了重油

“深拔”的概念。请你查阅相关资料,从化学的角

度,对此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
本题中要求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了解 “深拔”

这一陌生概念,并分析整理信息,提出自己的研究

思路。故该题考查了信息获取能力和多维度分析推

理能力,但是对问题意识、提出并评价假设能力以

及元认知监控能力没有涉及。

2.4 评分信度分析

2位作者作为信度分析的评判员,在互不干扰

的情况下进行赋值与统计,计算得到相互同意度为

0.755,通过公式计算信度为0.878,大于0.8,视

为本研究评分信度达标。

3 研究结果

3.1 分布特点

依据表1主题划分对中美教材 “批判性思维”
栏目中习题出现的频次进行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从总体来看,美国版教材 “批判性思维”栏目

中习题出现频次为109,苏教版为30,比例悬殊。
仅看2国教材共有的前3个主题,美国版教材为

73,苏教版教材为30,美国大致是中国的2~3
倍。此外,细看各个主题,美国版教材在 “化学反

应原理”与 “物质结构与性质”2个主题中均远高

Fig.2 Thedistributionofcriticalthinkingexercisesin

ChineseandAmericantextbooks
图2 批判性思维习题在中美教材中分布情况

于苏教版教材,但在 “有机化合物的性质及其应

用”这一主题中习题的出现频次相差无几,均在

10道左右。
此数据证明了美国版教材相比于苏教版教材对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与评价更为重视。但由于美国版

教材中 “有机化合物性质及其应用”主题涉及内容

较少,仅有2章,而苏教版教材则是用选择性必修

3 《有机化学基础》,知识难度更大,层次更深,涉

及到的知识点更广,拥有更加适宜批判性思维发展

的知识环境,故在此主题中苏教版教材中习题出现

频次大于美国版教材。

3.2 内容建构

3.2.1 批判性精神在教材中的体现

利用表2对中美教材每一道习题的批判性精神

培养情况进行赋值,并分别求得各个要素在不同主

题中的得分平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中美教材批判性思维栏目习题对批判性精神的培养情况

Table4 ThecultivationofcriticalspiritinChineseandAmericantextbookexercises

化学反应原理 物质结构与性质 有机化合物性质及应用 无机化合物及反应 化学科学 汇总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中国 美国

综合性 1.33 1.32 0.80 1.33 1.00 1.80 — 1.53 — 0.88 1.04 1.38

开放性 1.83 1.63 1.20 1.61 1.50 2.70 — 1.63 — 1.25 1.51 1.64

过程性 1.50 1.82 1.20 1.74 1.57 2.10 — 1.94 — 1.60 1.42 1.82

情境性 1.00 2.15 0.80 1.80 1.64 2.40 — 2.11 — 2.05 1.15 2.09

总分 1.37 1.73 1.00 1.62 1.43 2.25 — 1.80 — 1.45 1.24 1.73

  美国对于批判性精神的培养力度整体大于中国,
但相差不大,均小于2分 (中国1.24分,美国1.73
分),属于中间区域。其中,“综合性”一项普遍偏

低,除了美国版教材在 “有机化合物性质及应用”
主题中获得1.80分之外,其余均不超过1.50分,
在部分主题中还低于1.00分。在 “过程性”和 “开
放性”这2项中,2者相差不大,且总分均在中间

值左右,有待提高。“情境性”的分值相差最悬殊,
美国2.09分,中国只有1.15分。下面具体分析

“综合性”与 “情境性”2个要素的分值情况。

(1)2版本教材综合性不强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中美教材在综合性一

项中相差不大,且均为所有评分项中的最低分。其

原因一是习题并不重视跨学科、跨模块的教学。以

苏教版选择性必修2第5页的习题为例 (见图3),
仅为对 “官能团决定性质”以及 “分子极性”2个

知识点的应用,缺乏多个知识点的关联以及跨学科

联系,题目整体综合性较低。二是中美教材都额外

开辟了跨学科栏目,促进思维系统性发展。苏教版

教材主要在 “跨学科链接”栏目中呈现,而美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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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Examplesofexercisesincriticalthinkingsectionof

thetextbookofJiangsuEducationPress
图3 苏教版教材批判性思维栏目习题示例

教材则是选择在 “X学科链接”“化学与社会”“本

节复习题”的 “化学应用”部分以及 “第 X 章复

习”中的 “应用概念”部分添加跨学科内容[14]。
(2)2版本教材情境性相差悬殊

从数据上看,中美两版教材相差悬殊。其原因

一是美国版教材的大量题目是以化学实验、迷你实

验为前置。在实验的情境之下分析数据、对比比

对、绘制表格,提出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实验

(见图4)。而苏教版的习题,要么是对之前理论的

迁移应用、深化理解,要么相对独立于课本内容

(见图5),只有一部分习题被情境 “包裹”,整体

来看情境性不足。二是苏教版习题出现两极分化现

象,使平均分较低 (见表5)。

Fig.4 ExamplesofexercisesinthecriticalthinkingsectionofAmericantextbooks
图4 美国版教材批判性思维栏目习题示例

Fig.5 Exampleofexerciseinthecriticalthinkingcolumnof

textbookofJiangsuEducationPress
图5 苏教版教材批判性思维栏目习题示例

3.2.2 批判性技能在教材中的体现

统计5种不同批判性技能在习题中的出现频

次,可以得到以下数据与图表 (见图6)。从数据

可知,中美教材在对信息获取能力和多维分析推

理能力的培养上都十分重视,尤其是美国,培养

这2种技能的题目占比分别为80.7% 和90.3%。
但对其余3种能力的培养程度均不足,尤其是问

题意识与元认知监控能力,占比甚至不超过5%。
下面就对问题意识与元认知监控能力的培养情况

具体说明。
(1)问题意识的培养不足

表5 苏教版教材中批判性思维习题情境性赋值情况

Table5 SituationalassignmentofcriticalthinkingexercisesintextbookofJiangsuEducationPress

选择性

必修1

页码 P7 P22 P86 P93 P102 P104 — — — — — — — —

赋值 0 3 1 2 0 0 — — — — — — — —

选择性

必修2

页码 P5 P32 P40 P42 P74 P80 P81 P103 P109 P112 — — — —

赋值 0 0 0 0 2 0 1 1 1 3 — — — —

选择性

必修3

页码 P14 P15 P33 P39 P60 P71 P80 P94 P97 P102 P111 P112 P123 P128

赋值 2 3 3 0 3 3 1 1 1 0 2 0 1 3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中美2版教材对于问题意

识的培养极不重视。原因一是相比于让学生依据信

息对比提出问题,教材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问题解

决能力。二是教材没有对学生的问题意识发展做显

性化培养。化学教学中,实验、启发性问题、学生

意想不到的错误、化学史实、提出假说、验证假说

等均可以作为创设问题的情境。翻阅2版教材,其

实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境,但均没有得到开发。特别

是在美国版教材中,习题中有大量提出假设、验证

假设、化学实验的情境,都是直接提出问题,而不

是显性化引导学生自主生成,对问题意识的培养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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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Developmentofcriticalskills
图6 批判性技能培养情况

(2)忽视元认知监控能力的发展

关于元认知监控能力,中美2版教材都只有1
道题目体现了元认知监控能力,并不重视。习题中

很少明确提出 “请反思你的解题历程”“你有什么

疑惑或问题吗”“结论与你的预测相同吗”等问题,
导致学生忽视反思环节,甚至教师在教学时也省略

此环节,这对学生元认知监控能力的培养是不

利的。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对比可知,无论是批判性精神还

是批判性技能,美国版教材的培养水平与重视程度

均高于苏教版教材,尤其是在习题数量、习题的情

境性上。但是二者也有共同的不足之处,例如综合

性不强,对问题意识和元认知监控能力的培养重视

度严重不足等。以此结论为依据,提出 “批判性思

维栏目”的编写建议。

4.2 启示

4.2.1 增加习题数量,拓宽覆盖主题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学生需要

在主观能动作用被调动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运用批

判性思维进行思考,才能达成进阶。然而,苏教版

教材中批判性思维栏目仅设置在选择性必修的3本

书中,且题量较少,不足以支撑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因此,建议在包括必修的所有教材中设置批判

性思维栏目,并增加题量。以苏教版教材必修第2
册专题9第2单元 “探究铁及其化合物的转化”为

例,本章节编写思路明晰,但在进行Fe3+ 和Fe2+

的性质探究和转化实验中,课本直接提供了实验步

骤,这不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故针对此编写以下

的批判性思维栏目 (见表6)。
表6 苏教版教材 “探究铁及其化合物的转化”批判性思维栏目编写案例

Table6 “Conversionofironanditscompounds”criticalthinkingcolumnwritingcasesinthetextbookofJiangsuEducationPress

批判性思维栏目编写
发展的批判性思维要素

批判性精神 批判性技能

预测Fe3+和Fe2+的性质
通过从多个角度预测,提升思维的开放性和

系统性

通过物质分类和氧化还原知识预测Fe3+ 和

Fe2+的性质,发展提出假设的能力

请设计实验验证Fe3+和Fe2+的性质
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探究方案,锻炼了思维的

开放性、独立性、系统性

通过设计并进行实验获得证据,分析推理,促

进信息获取能力和多维度分析推理能力的发展

结果跟你预测的一致吗?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试分析原因

通过探究Fe2+与碱反应发生异常现象的原因,

引起好奇心与求知欲,促进质疑精神的形成

通过反思自己对Fe3+和Fe2+的性质的预测,

提升评价假设的能力和元认知监控能力

在价 类二维图中绘制Fe3+和Fe2+的性质

和转化路线,并分析还有哪些转化路径

通过自主绘制铁的价 类二维图,锻炼了思维

的开放性、独立性、系统性

通过探究Fe3+和Fe2+的转化路径,绘制价

类二维图,提升了多维度分析推理能力

4.2.2 善用化学实验,创设问题情境

实验是化学学科的基础,也是促进学生批判性

精神发展的良好土壤。其优势有以下几点:(1)化

学实验常伴随绚烂的实验现象,能激发学生的探究

欲望,从而促进批判性精神的发展;(2)化学实验

使得学生接触大量信息,经过筛选、分析、综合之

后得出结论,以促进多种批判性技能的发展;(3)
化学实验过程中会出现诸多异常现象,是良好的问

题情境[15]。
美国版教材充分利用了实验的作用,在教材的

批判性思维栏目中多次以实验现象为前置情境的习

题,从实验的宏观表象、微观变化、实验数据、异

常现象等多个方面衍生出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

析思考,这对于包括苏教版在内的所有中国的化学

教材都是值得借鉴的。例如,美国版教材第13章

“水和溶液”第456页的化学实验,通过测定6种

盐溶液的pH探究盐类水解的规律。在习题中就以

本实验为前置情境进一步提问:
假定你的衬衫不小心溅到了一些蓝色的Cu-

SO4 溶液,在洗涤这件衬衫时,为什么要避免使用

碱性洗涤液 (Na2CO3 溶液)?
根据前置实验情境学生能够推理得出CuSO4

溶液显酸性,但是 “要避免使用碱性洗涤剂”这一

信息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能够引发学生主动探析

问题的本质,批判性地解决该真实情境下的问题。

4.2.3 重视反思环节,提升元认知监控能力

在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元认知监控能力

至关重要。只有持续性地监测并调控自己的思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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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才能促进思维的发展。此外,批判性技能中的

另外4种技能,也是在元认知技能的监控作用下进

阶的。而在上文分析中,批判性思维栏目中习题对

元认知监控能力的显性化培养少之又少。例如,以

美国版教材第16章 “氧化还原反应”课后第33题

为基础,设计的批判性思维栏目:
原题:含 H2S的污浊空气,会使油画中含铅

的白色颜料变暗,生成黑色的PbS。H2O2 可以用

于修复被H2S污染的油画。

PbS+4H2O2 →PbSO4+4H2O
(黑色)    (白色)
请问:H2O2 是否可以用来擦亮银器? 该反应

会产生不良后果么?
由于银器变黑是Ag2S和Ag2O的生成共同导致

的,所以用强氧化剂 H2O2 擦拭银器并不能使其恢

复本色,反而会加重银器的氧化。但学生受到习题

前置情境中颜料由黑变白以及不了解银器变黑本质

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给出错误的答案。故可在题目

中多加一问:“查阅资料或者亲自动手验证,你发现

了什么? 与你的预测相同吗? 还可以用什么方法修复

变黑的银器?”促进学生反思,提升元认知监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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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AnalysisofCriticalThinkingColumninChineseandAmericanSenior
HighSchoolChemistryTextbooks

LIUYu-Rong** ZHANGZhao-Yuan
(SchoolofChemistryandChemicalEngineering,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 Criticalthinkingisthemostbasicandcreativeformofthinkinginevaluation,ex-
plorationanddevelopmentactivities,anditistheprerequisiteforproposingandsolvingprob-
lems.However,atpresent,thecultivationofcriticalthinkinginchemistryteachinginChinese
seniorhighschoolsisnotenough,whichisveryunfavorableforstudentstoachievethegoalof
“lifelonglearning”.TakingChineseandAmericanseniorhighschoolchemistrymainstreamtext-
books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comparesthecontentofcriticalthinkingcolumninthe
textbookswiththemethodofquantitativeassignment,analyzesthetrainingtendencyoftheexer-
cisesinthecolumnstothetwocomponentsofcriticalthinking:“criticalspirit”and“critical
skills”,andputsforwardsuggestionsfortextbookcompilation.

Keywords criticalthinking;criticalspirit;criticalskills;textbook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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