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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2年修订）》中提出“发展逻辑思

维”“学习论述类文本”等要求。本文以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为教学依据，以部

编版必修上册第六单元为例，探究逻辑思维能力在论述类文本中的培育问题及策

略，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发展水平与文本阅读能力。

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观察法，访谈法，案例分析法，对于高中论述类文

本阅读教学中的逻辑思维能力培育做系统性研究。本文首先介绍并厘清了论述类

文本，逻辑思维能力的相关概念，并根据部编版新教材，新课标，新高考，以及

学生的心理发展水平，对于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与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必要

性与可行性做进一步探究，明确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密切联系。

然后本文就论述类文本教学中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得出教学方

式单一，学生缺乏相关兴趣等问题。最后，本文根据以上概念和问题总结归纳出

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中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相关策略，根据部编版必修上册

第六单元的教学内容，从逻辑知识，情境教学，思维可视化工具，读写结合，测

评工具和手段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论述文阅读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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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Ordinary High Schools (2017 edition 2022 

Revision)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developing logical thinking" and 

"learning discourse texts".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high school Chinese discourse 

text, this paper takes the sixth unit of the required volum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discourse text, so a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tudents'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ext reading ability.

This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observation method, interview 

method and case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the teaching of discourse text reading in high school.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and clarify the class text,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according 

to the edition of the new textbook, curriculum, the new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s well as th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level, for high school class text 

reading teach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e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do further exploration, clear high school class text reading and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losely linked. The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class text,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is single and students lack of relevant interest.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bove concepts and problems summarized the high school discusses class text 

reading teaching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ing related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compulsory volume 1 unit 6 teaching content, from the logic 

knowledge, situational teaching, thinking visualization tools, reading and writing, 

evaluation tools and means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reading level and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high school Chinese; discourse text; logical thinking ability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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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缘起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提出“思维发展与提

升”这一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运用语言运用，获得直

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发展。”①同时，课标将

发展逻辑思维归属于课程目标，要求学生获得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基本的

逻辑运用规律。在教材编写方面，相较于人教版教材必修四梳理与探究中的四篇

简短的知识短文，部编版选择性必修教材将第四单元设计为“逻辑的力量”综合

活动单元。由要求学生“学点儿逻辑”，②到“逻辑无处不在”，“接触一些基

本的逻辑方法，运用逻辑方法来建构完善”，③无不体现了编者对于高中语文教

学中逻辑思维能力培育和发展的重视。而且随着高中生心理阶段的不断发展，抽

象思维能力的不断成熟，对于基本的逻辑思维训练的要求也不断加强。这一切都

昭示着逻辑思维能力的培育在高中语文教学中是必需且势在必行的。

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三大语篇类型。相较于其他两种

语篇类型，论述类文本具有更强的说理性，更加需要培育和发展逻辑思维能力，

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与阅读水平。所以，笔者决定以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的论

述类文本为研究对象，以部编版必修上册第六单元为例，探讨如何在论述类文本

阅读教学中进一步培育和发展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素养和思维品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20：4.

② 人民教育出版社等.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 4）[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86.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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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综述

1.关于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的研究现状

笔者在中国知网，维普等数据库以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发现目前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中语文教材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研究

陈星宇（2018）通过对人教版论述类课文教学案例的研究与分析，从教学目

标，过程等方面为一线教师提供参考和建议。蔡巧玲（2018）从教师，学生两个

维度分析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的问题，并根据文体，学情，内容等多方面提

出阅读教学的相关建议。范译匀（2021）结合新课标强调的思辨性阅读理念，

以 YS 中学为样本进行论述类思辨性阅读教学的调查研究。李晓雪（2022）提出

利用支架式教学优化当前论述文教学现状。但他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于人教版

教材的分析，对于部编版教材的分析仍较少，部分教学案例在如今的教学实践中

可应用性并不高。

(2)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教学研究

张振（2013）系统归纳了 2013 年及之前江苏高考论述类文本命题的特点，

并提出论述类文本试题教学，学习的步骤化策略。卢浩（2019）以 13 年~19 年

的全国卷高考论述类试题为范本，对历年来全国卷论述文选文特点，命题特点进

行综合性比较和研究，提出了相关高考试题的问题与建议。韩建飞（2019）对 19

年各省高考论述类文本试题进行效度上的检视和分析，提出论述类文本试题中的

5项问题，试图提高命题效度，促进教考深度融合。众多专家，一线教师通过对

历年来高考试题的研究，明确论述类文本阅读要求的能力要素，促进高考论述类

文本命题信度，效度的提升和发展，为之后的研究者和命题人的拓展与延伸提供

一定的研究基础。

2.关于高中语文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研究现状

逻辑思维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由来已久。20世纪 40年代，叶圣陶等教

育家便关注到了逻辑思维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20 世纪 60 年代，“字，词，

句，篇，语，修，逻，文”八字宪法进一步确定了其地位。随后语文教材选编 6

篇逻辑知识短文归入教学体系，再一次明确逻辑思维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性。

2003 年，吴格明出版《逻辑思维与语文教学》，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等方面

系统阐述逻辑思维与语文教学之间的关系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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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来逻辑教学曾一度因为学生学习难度较大而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在

2017 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将发展逻辑思维列入课程标准，部编版新教

材将“逻辑的力量”设置为选择性必修上册第四单元后，高中语文与逻辑思维再

一次迎来了教学研究的高潮。

余党绪（2018）提出在逻辑性基础上理性思辨，以文本内容为根据实证分析，

论证反驳，学会判断。陈晨（2018）关注到逻辑思维中的梯度性，并结合先秦诸

子散文进行大量案例阐释，其中古代论说文的教学案例具有较强的借鉴和学习意

义。杨琳（2022）就“逻辑的力量”这一单元提出系统化的单元教学策略，主张

通过教学媒体，项目式学习和思维导图法优化“逻辑的力量”这一单元教学设计。

刘倩颖（2022）为避免重复教学，提出了跨任务群培养逻辑思维品质，形成“谁

是说理第一人”的大单元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思维品质。

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提出，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学者关注到了逻辑思维，并

结合各种理论和实践不断拓宽逻辑思维培育发展的边界，帮助学生更好的培育和

提高自身逻辑思维能力，提升自我思维发展水平。

3.关于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与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研究现状

目前在知网，维普数据库中以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逻辑思维能力为关

键词检索出的文献数目较少，而且这些文献很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大多是

研究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所需逻辑思维能力的某一方面，或仅把它作为论文体系

的一部分。白龙飞（2019）提出论述逻辑的三种思维方式，批判性，情境化，时

空，但只注重了对于论述逻辑的分析。李韵（2020）对于论述文所需的逻辑思维

能力进行分析，但并没有全面展开。金中（2022）以《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等七篇论述文为例介绍梳理结构，分析论述逻辑的方法，但同样也仅限于分析论

述逻辑。

通过以上文献的梳理，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与逻辑思维

能力培育虽有一定成果，但目前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性整合探究的研究仍较

少，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中结合部编版高中语文新教材，新高考，新课标的

研究也较少，不少学者，一线教师列举的案例仍主要是人教版教材。因此笔者主

要根据部编版新教材，新课标的要求对于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与逻辑思维能

力培育进行较为系统性的梳理与探究，分析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中逻辑思维

能力培育的问题与策略，促进学生发展自身逻辑思维能力，落实新课程标准思维

发展与提升的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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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旨在以高中部编版教材中的论述类文本为范本，以部编版必修

上册第六单元为例，结合过往研究经验，研究论述类文本中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

问题与策略，进一步提升高中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阅读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养

与能力的全面发展。

2.研究意义

理论上，有关于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与逻辑思维培育的教学研究虽

有一定数量，但并没有较为系统化的研究，本研究有利于弥补这方面的研究缺憾，

给其他教师提供相关借鉴和思考。

实践上，对于教师而言，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使教师对

于《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部编版高中语文教材

等进行深入研究，对于逻辑思维能力与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获得一定认知和体悟，

有利于教师提升自身教学设计与教育研究能力，完善自己的相关教学技能。

对于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与阅读能力，使学生在学习

论述类文本时不会思维混乱，概念不清，做到学而有物，学而有理，提高学生的

相关阅读水平和理解水平。

(四)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

根据论文的选题需要，笔者在中国知网等论文数据库系统学习研读了大量资

料，明确相关研究方向与研究路径，为后期的论文写作提供必要的理论参考。

2.观察法

笔者在一所县级高中进行实习，在授课，听课，试卷分析之余对授课班级及

其余年级部同学就高中语文论述类文本学习情况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培

育与发展情况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观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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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访谈法

笔者对实习学校的 8名教师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访谈，了解并思考高中论述类

文本阅读教学与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教学困境与解决对策。

4.案例分析法

在实习期间，笔者搜集并观摩了 40 余节实习学校重点班，普通班关于论述

类文本阅读教学的相关课例，并浏览了一些网络优质课程视频，搜集了若干论述

类文本阅读教学的优质教学实录，对这些教学案例进行整理分析,探索高中论述

类文本阅读中逻辑思维能力的现状及策略。

一、论述类文本与逻辑思维能力的概念界定

(一)论述类文本概念界定

论述类文本，最早出现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2003 年

版）》中，必修课程的阅读与鉴赏要求“能阅读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等多种

文本，根据不同的阅读目的，针对不同的阅读材料，灵活运用阅读方法，提高阅

读效率。”①现行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沿用

了这一表述。但这两份文件都未做出清晰的概念表述。学界对于它的定义也一直

保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它与议论文的概念大致相同，如欧阳林，倪文锦等人，但

也有人认为论述文的内容范围是大于议论文的，如潘庆玉（2016）认为论述类文

本是一种指向说理的扩大的议论文概念。他认为论述类文本的出现就是一种时代

的呼唤，意味着我们向公共说理和打破议论文模式化教学僵局前进了一步。②胡

勤（2016）认为，论述类文本是针对问题，现象，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促进社会

发展的，运用多种说理方式的说理性文本。胡勤指出，过往的议论文学习容易让

学生陷入形式主义的议论枯井，而忽视政论文等其它说理性体系，导致学生无法

清晰说理，阅读写作易出现空泛化，无趣性，无法做到与时代同频共振。③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8.

② 潘庆玉.学会说理:论述类文本教学的核心价值[J].语文建设,2016(22):7-11.

③ 胡勤.论述类文章及其写作探析[J].语文学习,2016(10):13-17.



6

经笔者搜索论文发现，现行大多数学者，教师都倾向于认可潘庆玉，胡勤的

观点，认为论述类文本概念范畴是大于议论文的，是对于现行公共说理的一种觉

醒和对于日益僵化的议论文教育的一种反叛。所以本文将论述类文本的概念界定

为针对于某一问题，现象，提出明确的观点，具有严密的论证结构与语言的说理

性文章。

(二)逻辑思维能力的概念界定

逻缉思维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提出的

通过语言运用，获得发展的五大思维之一。

课程目标提出，“发展逻辑思维，能够辨识，分析，比较，归纳和概括基本

的语言现象和文学现象，并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阐述自己的发现，运用

基本的语言规则和逻辑规则，判别语言运用的正误，准确，生动，有逻辑地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阐述自己的发现。”①课程目标提出了逻辑思维的基本发展要求，

能够掌握基本的辨识，分析，比较，归纳，概括能力，能够了解基本的逻辑规则，

并能够合理灵活地运用这些能力，规律，对它们进行迁移运用。

卫灿金在《语文思维培育学》中提出，逻辑思维是通过感觉，表象等加工而

来的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基本形式的一种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可以分为形式逻

辑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两个不同的阶段。而形式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包括抽象概

念，抽象判断和抽象推理，规律包括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基

本方法是分析与综合（个别与类的关系），抽象与概括（特殊与本质的关系），

比较与分类（相同与不同的关系）。辩证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包括具体概念，辩

证判断和辩证推理，规律指的是对立与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之否定和辩证的

充足理由律，基本方法是辩证的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从抽象上升到

具体，对事物形成整体的，客观的，全面的反映。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20：6.

② 卫灿金.语文思维培育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1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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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合成词，它是建立在逻辑思维的熟练运用上的个体基本

素养的反映，表示一种个体能够迅速地，灵活地进行逻辑思考的基本特征。它要

求思维主体能够掌握基本的逻辑形式，方法及规律，能够客观的，全面的分析事

物，依据大脑里的思维过程，有序得出某种结论，强化自己的认知意识，从而做

到思想上的不漫漶，认知上的不庞杂。

二、高中论述类文本阅读教学中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1.新课程标准的要求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中提及逻辑思维共有

22 次，相较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版）》中的 5 次，更加体现了逻辑思

维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思维发展与提升”中要求“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

通过语言运用，获得逻辑思维的发展”，学习任务群思辨性阅读与表达中提出，

“发展实证，推理，批判与发现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性，适时，适度

地引导学生学习必要的的逻辑知识，有效帮助学生解决概念，判断，推理方面遇

到的问题。”①学业质量水平也屡次提及对于阅读，表达的逻辑能力予以注意和

评价，能够分析文本内容和信息。

课程标准的反复强调，再一次体现了逻辑思维能力在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和

迫切性，

2.新高考试题的要求

近年来，高考语文试题中论述文的题量不断加大，对于逻辑思维能力的考查

也不断加强。自 2018 年以来，论述文阅读试题就由原来的仅仅是信息检索与对

应到开始融入论证知识和内容迁移的考察。2020 年以来，部分全国卷论述文阅

读试题考察内容进一步增加，分值持续加大，由原来的 9分上升为 17分甚至是 19

分，在以往的定项选择之外还增加了文字陈述题，考察对于文中关键概念的认知，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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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篇的行文思路的掌握以及一些微情境中的综合性理解和迁移。如：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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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新高考卷 1卷中问题一考察的仍是关键信息的检索与对比。问题二综

合全文内容，考察对论述类文本的概括能力和逻辑推断能力。问题三考察的是论

点，论据的分析和应用，同时试题还出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现象分析和中

国诗论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看法两道文字应用题，考察了概括分析的综合

理解和关键概念的提炼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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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22 年新高考 I 卷 1～5 题

同时，自 17 年以来，高考试题的语言文字应用题出现了补写语意连贯题型。

该题语篇也多为论述文，在考察学生语言文字与运用能力的同时也考察了论述类

文本整体结构思路的把握和一定的逻辑推断能力，进一步体现了高考命题人对于

逻辑思维的重视和当前高中语文教育逻辑思维能力培育的必然。

图 2-2 2022 年新高考 I 卷语言文字运用 22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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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生心理发展水平的要求

高中阶段的学生心理发育渐趋成熟，抽象思维能力不断上升，对于事物的浅

层认知已经转向了事物的深层认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于逻辑思维的掌握

和运用也越来越熟练。他们对于逻辑思维的培育和发展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呈现一定的梯度性。根据林崇德的中学生心理调查实验，我们可知形式逻辑思维

在初一时就开始逐步发展，在高二时期就已经渐趋成熟，逐渐习惯化。①但辩证

逻辑思维能力在高中阶段普遍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学生对于客观的全面的看问

题还没有充分的，中肯的认知，对一个问题的辨析和认识仍不够充分，这大大影

响了青少年的健康与全面成长，需要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培养。如：在笔者的实习

班级中，在《师说》教学中，经过初中的学习，他们已经对说理方式对比论证，

举例论证有了一定认知，但对于说理方法的具体运用，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仍不

能够轻松地分析，掌握，还需要教师的点拨和引导。

(二)可行性

1.论述类文本需要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

根据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论述类文本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关系是互为辩

证的。论述类文本的阅读离不开逻辑思维能力的培育与发展，逻辑思维能力也不

能离开论述类文本的阅读。

论述类文本具有非常清晰的说理性，有明确的观点，说理的对象和说理的目

的。这需要说理者和阅读者对于概念具有清晰，深刻的认知，明确概念的内涵，

外延，能够利用概括，分析，比较等方法，全面，客观地看待问题。如：《劝学》

中荀子联系自我“性似伪”主张，结合当前时代风貌，对于学习进行了清晰而有

哲理性的思考，提出“学不可以已”的观点，勉励人们进行学习。《师说》中对

于魏晋门阀流弊，士者皆不乐于从师向学的社会弊病，与人们从师与不从师的利

弊进行辩证思考，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观点，为我们揭示从师的道

理。

① 林崇德.中学生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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