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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媒介阅读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探索

陈　 锋

　 　 【摘　 要】《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把跨媒介阅读以学习任务群的形式纳入课程,而批判性思

维在跨媒介阅读中起到全程参与、深度参与的作用,成为学生不可或缺的语文能力。 面对新课标、新教材、新高

考,教师应在观察方式、组织形式、教学策略等方面进行扎实实践,通过不同的教学设计,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以此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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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媒介的样貌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原本区别于现实生活的“相对文明,
更具批评与独立意识” [1] 的媒介形态已变得复杂甚

至混乱。 在跨媒介阅读中,搜集提取信息、筛选判断

信息、评价鉴赏信息是关键能力。 教师应努力探索不

同的教学路径,着力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跨媒介

情境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以更好地辨识、分
析、评判媒介信息。

一、核心问题具体化设计

真实情境下的跨媒介阅读是一个信息复杂的、语
义互联的、思维跨越的网状阅读结构,每条路径因各

自的逻辑展开,又因某些修辞而隐藏信息的“存在”。
批判性思维主导下的教学设计,就是要利用批判性阅

读将这些包容性很强的隐藏逻辑和修辞抽丝剥茧,在
符合自己逻辑的言语世界重构一个相对真实的世相。
教师通过设计围绕核心问题下的具体问题,让学生去

面对信息之间的关联和隐藏,站在特定的一组联系和

设想之外,差异性地思考各个信息之间的链接是否有

问题,进而发现链接指向背后的真实面目。
譬如我们设计一节以批判性思维解读商业广告

的阅读课,其教学目的是让学生挖掘隐藏在媒介文本

背后的信息,寻找并确认广告中的劝说技能,认识、甄
别、解构广告中可能存在的谬误信息。 为了更好地揭

示广告中的劝说策略,引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可以

设计以下具体问题:
(1)这则广告设计的依据是否为真? 提取其他

材料的信息,调动自身认知,思考真伪。
(2)通过哪些方法推动其依据的真实性? 进一

步判断广告产生的客观性。

(3)谬误信息是如何进入受众心里的? 在制作

过程中,它是如何巧妙地进入广告文本的?
(4)查找信息的来源与出处,从信息来源与改

造、媒介与受众的互动、受众范围来推测广告的劝说

策略是否成功。
(5)结合广告的逻辑推演、判断,综合以上思路,

你认为设计广告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劝说策略?
通过以上五个具体问题设计,实现学生对广告劝

说策略的整体性认知,其核心仍然是训练“证据意

识”。 具体问题的链条化设计不仅能纠正“孤证立

论”“以伪证立论”或“以论代实”等行为,还能完整清

晰地呈现批判性思维的阅读过程。 每一个具体问题

的设计都是芜杂信息中的链接点,它清晰地指明了下

一条路的前进方向。 虽然有的学生会迷茫,但在同伴

互助思维激发下,教师作为引导者的作用愈发明确,
真正形成意义建构的阅读。 通过具体问题的链条化

设计,突出证据意识,挖掘意义链接点,反思信息背后

的“存在”,让其在网络修辞学掩护下的多源媒介信

息出现清晰的意义建构,从而更加客观地评价跨媒介

信息。
二、真实性表格化设计

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跳出自我、审视自我的思维

能力,通过分析观点与证据的真实性,考察信息中的

推理缺陷,从而得出一个更加真实的答案。 对于跨媒

介阅读批判性思维教学,我们可以使用真实性表格化

设计,让学生用理性思考和思辨能力破解信息中的虚

假依据、逻辑陷阱,以确凿的依据和科学的评判标准,
在表格设计和填写中观察、发现、辨别、推理,完成信

息的筛选、判断、评价,从而在多媒体信息互联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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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辨别资讯,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真实性表格化设计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观点。 不同的信息来源呈现不同的观点,不

同的观点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甚至得出完全相

反的结论。 通过观点的罗列,明确信息来源创作者的

立场和评价。
(2)思维路径。 以逐层解剖事实、科学验证事实

形成合理的证据链,进而产生基于客观事实逻辑自洽

的理性推断,最大限度地发展批判性思维,培养批判

精神。 在事实(证据)的条分缕析中,产生类似于经

典阅读的纵深感,培养学生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

言应用能力。
(3)媒介佐证。 通过图像、音视频的媒介解码,

佐证文字信息的真实性,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
即时文本添加 (弹幕) 也打碎了 “元文本的垄断

性” [2],反证了“图像、音视频”的真实性,实现了媒介

之间的互证。 学生通过跨媒介阅读,罗列媒介的佐证

情况,为下一步的合理性分析与科学性验证提供基础

和保障。
(4)合理性分析与科学性验证。 “观点—事实—

推断”的思维路径最关键的部分就来自于“可查证的

事实”和“基于道理的推导” [3]。 这一步骤可以通过

学习共同体的讨论展开批判,以“是否可查证、是否

基于事实判断”为标尺,最终形成完整而有质量的思

维路径。 这样的讨论既可以是线下的,也可以是线上

的,可以利用社交平台(如 QQ、微信、钉钉等),创设

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混合式”学习生态,开展基于真

实情境的跨媒介阅读。
(5)我的评价。 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每位学生

都应形成独立判断。 这是批判性阅读的成果,虽有可

能受学生阅历、思维的局限,评价或判断不准确,却真

实反映了整个逻辑的最终走向,完成了批判性思维的

逻辑链条。 通过生生之间的成果比较、学生个人的逻

辑回溯,强化了批判性思维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中的

主导印象,有利于下一次的阅读实践。
在实际操作中,学生的逻辑推断可能出现漏洞或

者强行推导结论的情况,但基于 “观点—事实—推

断”的思辨训练,能够帮助学生理清不同媒介信息之

间的联系和区别,省思其中的逻辑关系,培养对媒介

信息的质疑精神,发现跨媒介信息之间的联系以促成

新知识的产生,利用这样的联系处理现实生活问题,
最终实现新课标所提倡的“学会学习”。

三、媒介转换的协同设计

在新媒体语境下,文字与图片、音视频共存于一

个整体性结构中,成为整体的表意形式。 在处理跨媒

介信息时,以图像、影像为主要媒介的 “聚合型文

本” [4],其意指符号与符号互渗,指称关系要比传统

媒介文本复杂得多。 文字、语音、图像、动画、音视频

等表意形式与文学审美之间既呈现语义互动和信息

互证,也构成循环往复的语义“漂移”“置换”“回转”,
最终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语图文本的“双重呈现”。 因

此,在进行跨媒介阅读教学时,我们应该注意媒介转

换形成的新型关系。 这些新型关系可以使传统文本

与“聚合型文本”互渗、互指、互证,从而给予我们教

学更多的思考:如何利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与比较

实现批判性思维在跨媒介阅读中的运用?
笔者认为可以运用媒介转换与比较的批判性进

行阅读教学设计:
(1)媒介语言的转换。 媒介语言的转换是直观

的,教师需引导学生理解不同认知方式的表达,比如

通过观察在相同情节的表达上,不同媒介是如何实现

表意的? 在媒介转换中,哪些值得称道的表达在转换

中丢失了,哪些又在转换中得以增强,成为新媒介表

意的经典桥段? 在批判性阅读中,利用媒介语言转换

的“他者眼光”,让学生认知异质文化表达,去中心

化、去偏见化地利用媒介语言去尊重“他者”,欣赏

“他者”。
(2)媒介介质的比较。 不同介质在媒介转换时

能呈现不同的表意效果。 比如视频与图像的结合,通
过使用非线性编辑手段和绘图软件,将语音文字的叙

事与音乐的表意同时安置在统一的“聚合型文本”
中,产生更好的表意效果。 而传统的文本表达主要依

靠读者的想象和共情实现。 在比较中,引导学生发现

不同媒介表意方法的优缺点,批判性地看待不同介质

在相同文本中的表意作用。
(3)媒体实践与体验。 跨媒介阅读教学中,我们

必须注意到“跨”的目的不是分解,而是“融”,是解构

后的重构,是筛选后的聚合,是否定后的肯定。 所谓

的“协同设计”,不仅是多媒介的“协同比较”,也是跨

媒介的“协同体验”乃至“协同实践”。 比如设计一次

媒体实践活动:为产品设计广告,表达自己对广告劝

说策略的理解。 我看到学生在设计过程中表现出极

大的热情,在媒体实践中,每个学生都获得了成就感。
(下转第 25 页)

·1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 7　 　 高中语文教与学
SE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CHINESE TEACHING AND LEARNING

　 　 　

情境中去体验,去识别与分析,去审辩与权衡,去判断

与选择,去包容异见与反思自省。 教师创设生活情境,
设计体验型读写任务,可以让学生在复杂情境、多种角

度和开放空间中充分展示其富有个性的见解和决策。
笔者在教学人教版选修教材《桥边的老人》时,

设置了一个士兵在执勤中面对企图偷越国境的青年

所面临的两难情境,让学生补写法官的一段话,这个

读写情境因加入了价值衡量、利弊取舍的考量而变得

复杂,是基于社会生活而创设的复杂情境中的读写。
生活中的很多选择往往是两难之择,“两难”情境,既
可能是“两善取其一”,也可能是“两恶取其轻”,当然

还可能有第三种隐藏着的选择。 这个体验型的读写

设计,让学生从理解文本走向解决问题,更好地提升

解决问题的素养。
思维素养需要通过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培养,教

师通过充满争议的社会生活情境的创设,可以有效培

养学生分析事理的能力,考查学生的立场选择,评估

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复杂的生活情境的创

设,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全方位思考问题的能力,认识

事物的多样性、复杂性,避免思维角度的单一、问题认

知的片面。
综上所述,创设基于审辩性思维培养的课堂读写

情境,教师可根据选篇的不同特点、单元不同的任务

要求,因文设计读写目标和情境任务,可以做逆向设

计,辨析写作意图;也可以做补白设计,挖掘隐藏信

息;可以做评价设计,阐明观点理由;还可以做改造设

计,悖谬文本,指正改进。 如果说审辩阅读是重在对

他人思维的再思考,那么审辩写作就是重在对自我思

维的建构与表达,是阅读的深化,是理解鉴赏的“知”
与迁移运用的“行”的结合,是“学中用,用中学”的教

学理念的具体实践。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积极融入课

堂审辩式读写,教师可以有效引领学生将思维引向文

本深处,进而提升学生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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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性阅读后,在媒介实践中创造一个“融媒体”产
品,“跨”之后的“融”,让学生更好地体会“跨”界之美。

小结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人即传媒”的时代接

管了信息的制作与传播,并“催生了一个符号膨胀和文

本过剩的时代” [5]。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

版)》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中回应了时

代关切,从课程角度搭建了整体框架,其中批判性思维

是整个框架的灵魂。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应努力提升

自己的媒介素养,以更加民主平等的姿态,带领学生批

判性地理解媒介的话语、结构、意义,多维度地参与媒

介的消费、创造与分享,最终使用媒介表达自我、参与

社会,实现个人言语生命的最终成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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