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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英语语言和英语学习过程的特点，讨论英语学习对促进学生思

维能力发展的作用。英语学习有利于促进以下思维能力的发展：观察与发现能力，
比较与分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概念建构能力，信息记忆与转换能力，批判思维

能力，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时空判断能力，严密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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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实施英语课程改革以来，关于如何通过英语

课程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

的关注。不管是关于英语课程目标、理念和价值

的讨论，还是关于英语教育教学实践的探索，都

强调英语课程应该且可以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进

一步发展。［１—５］目 前 正 在 修 订 的 《普 通 高 中 英 语

课程标准》更是将思维品质明确列为英语学科学

生核心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

课程目 标 并 非 易 事。语 言 与 思 维 的 关 系 十 分 复

杂，对于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学生来说，母语能

力、英语能力、母语思维能力、英语思维能力之

间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很难说得清楚。［６］因此，
关于英语课程究竟能够促进哪些思维能力的发展

以及如何 通 过 英 语 学 习 促 进 学 生 思 维 能 力 的 发

展，学界和一线教师都不是十分清楚。另外，思

维能力是很难通过具体测量方式来检测的课程目

标。平时的评价、考试以及中、高考等高厉害考

试也很难明确思维能力的考查内容和方式。由于

以上原因，通过英语学习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这一课程目的往往不能有效地得到落实。本文拟

结合英语语言的特点、英语学习过程的特点以及

英语课堂教学实例，探讨英语学习究竟可以在哪

些方面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思维能力是人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是

指人通过大脑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而对

事物进行全面深入认识的能力。思维能力包括质

疑能力、分析与综合能力以及想 象 能 力 等。［７］青

少年阶段是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阶段。基础教育

阶段的所有课程都应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英语学科也不例外。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十

分密切，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对促进大脑和心智

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８］鉴于此，对 中 国 学 生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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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通过学习英语促进思维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就

显得尤其重要。
关于英语学习与思维能力发展的讨论并不少

见。一些研究者从理论上探讨了通过英语学习促

进学生 思 维 能 力 发 展 的 必 要 性 和 可 能 性。［５］［８－１０］

一些一线英语教师则结合教学实践探讨了如何在

英语课堂教学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２］［１１］［１２］有

的研究着重探讨如何在英语阅读、写作教学中发

展学生的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思维能力。有

的研究则探讨如何在英语演讲、辩论等语言实践

活动中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有的研究则介绍了

如何在课堂讨论活动、游戏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这些讨论主要是从英语学习的内容 （如
针对阅读材料内容的分析和讨论）、学习活动的

方式 （如小组讨论、辩论）、课堂教学方法 （如

提问类型与方法）的角度来考察如何在英语教学

中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还有些研究者则从

中外文化差异的视角，探讨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对

比中外 文 化 差 异、英 汉 语 言 差 异 来 培 养 思 维 能

力。应该承认，这些研究和讨论都是有 价 值 的。
但是，现有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在探讨如

何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时，对英语学科的特点

体现得不够充分。例如，很多文章提到，在课堂

教学中设计有启发性的问题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但是，这种建议也适合其他学科。
我们需要结合英语语言和英语学习本身的特

点来考察如何在英语教学中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

发展。有些学者和一线教师已经开展了这方面的

探讨。例如，张泰刚探讨了如何利用英语词汇的

意义差异和联系来培养学生的比较能力和分析能

力，利用词汇代表的客观事物的现实形象来培养

学生的联想能力，利用词汇的抽象性来培养学生

的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１１］遗憾的是，像这样的

探讨目前还很不充分。笔者就此问题发表个人的

观点。

三、能够通过英语学习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十

种思维能力

各种思维能力的发展并不局限于某些学科的

学习，也不局限于某些学习内容和学习活动。同

时，每门学科也并不是只发展某些思维能力。但

是，不同学科在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方面发挥

的作用显然是有差异的。不同学科可以从不同角

度来促 进 学 生 思 维 能 力 的 发 展。就 英 语 学 科 而

言，我们要特别结合英语语言本身的特点和英语

学习的过程来考查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根据笔

者的经验和观察，英语学习有助于学生进一步发

展以下十种思维能力。
（一）观察与发现能力

观察与发现能力不仅可以通过观察自然现象

来培养，也可以通过观察语言现象并发现其中的

规律来培养。
语言学习的特点之一是，学习者需要接触大

量的语言现象。这些语言现象虽然不是杂乱无章

的，但也是千差万别的。就英 语 而 言，在 语 音、
词汇、语法、语篇等层次都有非常复杂 的 系 统，
而每个系统又有很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含有

很多甚至无数的具体语言项目。这些语言项目在

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又可能存在差异。这就是我们

所说的语言现象。显然，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不

能孤立地、一个一个地学习这些语言项目，而应

该时常观察这些语 言 现 象 （项 目），找 出 其 中 的

联系、差 异、共 有 特 征 或 模 式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并

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语言的规律。如果英语学习者

能够长期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的效

果，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和发现能力。
一名小学生在阅读英语故事时，发现一个段落里

多次出现了ｍａｋｅ和ｍａｄｅ两个词 （都表示 “做”
的意思），就向辅导老师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两

个词的拼写不同？显然，这名学生在不经意之间

观察到了两个词的不同之处。经过辅导老师的简

单提示，这名学生大概明白了 ｍａｋｅ表示现在通

常做的事情，而ｍａｄｅ则往往表示过去发生的事

情 （当然具体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需要指出的是，观察英语语言现象与观察自

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有很多不同之处。英语语言的

符号往往比较抽象，不同语言形式的差异经常是

很细微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异与意义上的差异往

往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观察英语语言

现象、发现语言的规律，对发展学生的观察与发

现能力有着特别的作用。
（二）比较与分析能力

语言 学 习 既 有 感 知、体 验 的 过 程，也 有 比

较、分析的过程。感知、体验语言可以使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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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理解语言使用的环境和语言表达的意义，而

比较、分析的过程能够使学生理解语言的具体形

式以及 语 言 是 如 何 表 达 意 义 的。如 果 英 语 学 习

者能够适时地分 析 和 比 较 语 言 现 象、语 言 的 结

构和用法以及语 言 表 达 的 意 义，他 们 不 仅 能 够

提高英语学习的 效 率，还 能 提 高 比 较 和 分 析 的

能力。
语言 现 象 千 差 万 别，但 又 不 是 任 意 的。比

如，英语中有很多不同的句子结构。这些句子结

构都有各自存在的理据，也有不同的表意功能。
学习英语时，要适当分析这些结构上的差异，了

解这些结构的不同表意功能，领悟为什么结构上

的差异 可 能 导 致 表 意 功 能 的 差 异。请 看 下 面 的

例句。
（１）Ｐｅｔｅｒ　ｅａｔｓ　ａｐｐｌｅｓ．
（２）Ａｐ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ｅａｔｅｎ　ｂｙ　Ｐｅｔｅｒ．
从表面上看，例 （２）只是例 （１）的被动形

式，两句话在意义上没有多大的差异。其实，细

读一下我们就能 体 会 二 者 的 差 异：例 （１）的 意

思是 “彼得 （经 常）吃 苹 果” （彼 得 的 一 种 行

为）；而例 （２）的意思是 “苹果 （都）被彼得吃

了”（所有苹果都是彼得吃的）。那么为什么ａｐ－
ｐｌｅｓ放在宾语的位置与放在主语的位置时所指的

对象不一样呢？其实，这种现 象 很 普 遍。例 如，
“小李是中国人”中 的 “中 国 人”并 不 是 指 所 有

的中国人，而 “中国 人 很 勤 劳”中 的 “中 国 人”
则泛指所有中国人 （或 绝 大 多 数 中 国 人）。进 一

步分析 可 以 得 知，不 带 限 定 词 （如ｔｈｅ，ｓｏｍｅ，

ｏｕｒ）的复数名词如果放在句 首，往 往 表 示 这 个

名词代表的所有人或事物。
对中小学生来说，比较、分析语言现象，并

不是说要死抠语法。这种比较和分析主要是培养

学生的英 语 语 言 意 识 （其 中 包 括 对 语 言 的 敏 感

性）。其间接的结果是培养分析和比较的能力。
（三）逻辑思维能力

有些语言结构和表意功能具有任意性，但更

多的语言结构及其表意功能不是任意的，而是具

有理据 的，有 的 还 蕴 含 着 严 密 的 逻 辑 关 系。显

然，分析、探究、领悟语言现象背后的理据和逻

辑关系有利于促进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在英语中，词与词的搭配、句子成分在句子

中的位置、句与句之间的顺序及语义关系也是非

常复杂的。这些复杂关系的背后往往都有一定理

据 （包 括 限 制 条 件）。学 习 这 些 词 语 搭 配 现 象、
句子成分顺序及其逻辑关系，不能单纯依靠死记

硬背，而要分析背后的理据。这种分析过程就是

逻辑思维的过程。请看下面的例句。
（３）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ｂｏｔｈ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例 （３）在语法上好像没有错误，但 由 于 其

中的主语 （“研究”）、谓语动词 （“包括”）和宾

语 （“方法”）三者之间搭配不当，句子 缺 乏 逻

辑。不能说 “这项研究包括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

研究方 法”。再 请 看 下 面 摘 录 Ａｌｉｃｅ　ｉｎ　Ｗｏｎｄｅｒ－
ｌａｎｄ的一段对话：

（４）Ｍａｄ　Ｈａｔｔｅｒ：Ｗ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ｏｒｅ　ｔｅａ？

Ａｌｉｃｅ：Ｗｅｌｌ，Ｉ　ｈａｖｅｎｔ　ｈａｄ　ａｎｙ　ｙｅｔ，ｓｏ　Ｉ
ｃａｎｔ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Ｍａｄ　Ｈａｔｔｅｒ：Ｙｅｓ．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ｎｏｔｈｉｎｇ．

在上面的对话中，Ｍａｄ　Ｈａｔｔｅｒ问Ａｌｉｃｅ要不

要再喝一点儿 茶。Ａｌｉｃｅ回 答 说：我 根 本 就 没 有

喝，所以不能再喝一点儿。这里Ａｌｉｃｅ巧妙地利

用ｍｏｒｅ这个 词 玩 文 字 游 戏，达 到 幽 默 的 效 果。
但 是，Ｍａｄ　Ｈａｔｔｅｒ 接 着 说：Ｙｏｕ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ｎｏｔｈｉｎｇ （没有喝也可以再喝一点

儿）。这 其 中 的 逻 辑 是：如 果 你 没 有 喝，就 是

ｎｏｔｈｉｎｇ；你再喝一点儿，就是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ｎｏｔｈ－
ｉｎｇ。其实这 里 也 有 一 个 逻 辑 思 维 的 问 题。通 常

情况下，只有喝过了，才可以说 “再喝一点儿”。
也就是 说，英 文 中 的 ｍｏｒｅ这 个 词 不 仅 仅 表 示

“更多的”，而 且 暗 含 “已 经 有 （过）了”的 意

思。但 是，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ｎｏｔｈｉｎｇ又 表 示，之 前 并

没有喝过也可以再喝一点儿。
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与说话人的思维活

动有密 切 关 系。一 般 情 况 下，先 想 到 的 先 说 出

来，后想到的后说出来。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句

子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并不完全相同。句子成分

位置的灵活性对思维可能有影响。在英语中，时

间状语可 以 在 主 语 和 谓 语 之 前 （如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也 可 以 置 于 谓 语 之 后

（如Ｉ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但汉语中

时间状语不能置于谓语之后 （可以说 “我昨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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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了”或 “昨天 我 去 看 电 影 了”，但 不 能 说

“我去看电影了昨天”）。汉 语 中 名 词 的 修 饰 语 置

于名词 的 前 面，而 英 语 中 名 词 的 修 饰 语 可 以 前

置，也可以后置；有时名词前后都有修饰语。中

国学习者学习和使用英语时，能够根据英语句子

成分灵活的位置进行思考 （比如说出一个名词以

后，再添加一 个 或 多 个 后 置 修 饰 语），这显然能

够丰富原有的思维方式。虽然这种思维方式不能用

于汉语中，但至少使我们的大脑能够这样思考。另

外，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分析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

位置以及相互关系也是训练思维的过程。
（四）概念建构能力

概念建构能力是思维能力的一个重 要 方 面。
而概念建构往往离不开语言，尤其是词语和表达

法。每个语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概念系统。许多

概念只存在于一种语言之中。表达这些概念的词

汇在另一种语言中就没有对等词。即使是两种语

言中的对等词，这些词在语义上也往往不是完全

对等的。随着学习者外语水平的提高和外语使用

的增加，与外语词汇相联结的语义会重新组合，
从而形成新的概念。［６］所 以，在 英 语 学 习 中，学

生通过学习新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可以形成新的概

念，从而促进概念建构能力的发展。
事实上，大多数概念 （尤其是具体概念）都

是以词语为依托的。我们学习一个新的英语单词

（主要是实词），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新的概念。虽

然不同语言能够表示同样的概念，但由于每种语

言的词语和表达方式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所以这

些词语表达的概念也不完全对等。因此，学习母

语以外的语言，有助于我们建构更多的概念。例

如，中学英语教学中经常比较ｄｅｓｋ与ｔａｂｌｅ的区

别。汉语 中 的 “桌 子”可 以 表 示 各 种 类 型 的 桌

子，包括书桌、办 公 桌 （写 字 台）、饭 桌 等。英

语中 的ｄｅｓｋ可 以 指 办 公 桌、书 桌 （通 常 带 抽

屉）；而ｔａｂｌｅ则是指 饭 桌、会 议 桌 等。可 以 说，
英语中的ｄｅｓｋ和ｔａｂｌｅ把桌子分为两大类。以汉

语为母语的人学习英语单词ｄｅｓｋ和ｔａｂｌｅ时，不

仅仅是学习这两个词的意思，而且要通过学习这

两个单 词 来 重 新 建 构 关 于 桌 子 的 概 念。换 句 话

说，学习ｄｅｓｋ和ｔａｂｌｅ这两个词使我们对桌子重

新进行了一次分类。这种重新分类的过程就是借

助中介进行内化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也是

认知发展的过程。因此，英语教学要特别注意通

过使学生理解新学词语的真正意义来建构概念，
而不是简单地学习一个单词的中文释义。例如，
学习ｐｅｎ这个单词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告诉学生

ｐｅｎ的意思是 “钢笔”。在汉语中，“钢笔”特指

带有不锈钢笔尖且能灌注墨水的笔。但实际上，
在当代英语 中，ｐｅｎ这 个 词 并 不 只 表 示 这 种 笔，
我们现在使用的签字笔在英语里就是ｐｅｎ。

由于历史、文化发展方面的原因，有些文化

中已经形 成 的 概 念 在 其 他 文 化 中 尚 无 对 等 的 概

念。我们学习母语以外的语言时，可能学习一些

新的词汇，而这些词汇代表的概念在母语里暂时

没有。学 习 这 些 词 汇，就 相 当 于 形 成 了 新 的 概

念。比如，英语中的ｃｏｕｃｈ　ｐｏｔａｔｏ指沉迷于看电

视而很少做其他活动的人，在汉语里没有对等的

词 （“电视迷”勉强算一个）。虽然中国也有这样

的人，但尚无一个能够准确描述这类人的词语，
实际上就是没有形成一个概念。而学习英语里的

ｃｏｕｃｈ　ｐｏｔａｔｏ之后，就能形成概念了。
（五）信息记忆与转换能力

记忆能力 是 思 维 能 力 中 比 较 基 础 的 一 种 能

力。语言学习要借助记忆能力。同时，语言学习

又有助于促进记忆能力的提高。英语教学中的很

多活动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记忆能力。例如，将

描述故事梗概的句子或段落打乱顺序，请学生还

原顺序；把有先后顺序的操作指令 （如制作飞机

模型的操作流程指令）打乱顺序，请学生还原顺

序。这些还原顺序的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记忆

能力。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训练记忆能力的方式

与机械地 记 忆 单 词 意 义 和 拼 写 的 方 式 是 有 区 别

的。还原顺 序 的 活 动 不 仅 需 要 根 据 记 忆 提 取 信

息，而且还要判断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
信息转换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思维能力。英

语教学中的听、说、读、写等语言实践活动经常

涉及信息转换。例如，在阅读过程中把文字形式

的内容以某种方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就可以称

之为信息转换。信息转换一般采用比较直观的方

式，特别是图表。表格的使用是很灵活的。可以

借助表 格 对 文 章 中 的 内 容 进 行 分 类、对 比、排

列。教师事先设计表格，要求学生一边阅读一边

根据所读 内 容 填 写 表 格。图 形 包 括 结 构 图 、柱

形图 、扇形图、流程图 、地图等。教师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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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阅读篇章的内容和体裁设计不同的图形，要求

学生在图形上标出阅读篇章中的内容。教师甚至

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理解编制图表。当然，信

息转换也可以是从非文字信息转换为文字信息。
比如根据图表的信息进行书面或口头表达。

信息转换需要借助多种思维能力，特别是记

忆能力；同时，信息转换活动又有助于思维能力

的发展。
（六）批判思维能力

批判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重要组 成 部 分。
在英语学习中，可以通过引导学生识别和分析语

言反映的态度、隐含意义、预设等培养学生的批

判思维能力。
我们用语言再现的客观世界与实际的客观世

界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用语言描述的经验与实际

发生的事情不完全相同；我们用语言表达的思想

和情感有时与我们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有很大的差

距。这是因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和模

糊性。再现同一个事物或事件时，不同的人可能

用不同 的 语 言。而 不 同 的 语 言 显 然 有 不 同 的 意

义。在英语学习中，我们接触的语言材料除了反

映客观事物、事件以外，往往还反映说话者的态

度、立场和观点。如果英语学习者能够识别和分

析语言反映的态度和隐含意义，则有利于他们培

养批判思维能力。请看下面的例子。
（５）Ｈａｒｒｙ　ｆａｃｅｓ　Ｅｔｏｎ　ｄｒｕｇｓ　ｔｅｓｔ． （哈里面

临伊顿公学的药物检测。）
例 （５）是英国 《太阳报》刊登的一则新闻

的标题。该新闻报道了英国哈里王子涉嫌吸毒并

接受伊顿公学药物检测之事。通常情况下，媒体

在提及皇家成员时 都 使 用 尊 称，如 “哈 里 王 子”
（Ｐｒｉｎｃｅ　Ｈａｒｒｙ）。但 是， 《太 阳 报》的 这 个 新 闻

标题直接使用了 “哈 里”。这 个 看 似 更 加 亲 切 的

稀少实际上反映了 《太阳报》对皇室成员的不尊

重。报道同一事件的 《独立报》则在标题里使用

了 “哈里王子”，在正 文 中 也 多 次 使 用 “哈 里 王

子”。显然，媒体所使用的语言往往反映媒体机

构或撰稿人的态度和政治偏见。
（６）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ｙ　ｗａｓ　ｆｒｏｗｎｅｄ

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总统的不诚实行

为遭到了大多数美国人的鄙视。）
例 （６）隐含了一个语用预设，即总 统 有 不

诚实的 行 为。这 个 预 设 是 通 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ｄｉｓｈｏｎｅｓｔｙ这个 表 述 来 实 现 的。其 中 的ｄｉｓｈｏｎ－
ｅｓｔｙ一词是一个名词化手段。名词化手段使一些

可能存在的特征或行为变成事实。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和分

析语言材料中以语言手段来反映的观点、态度、
情感并判断其真实性、可靠性和公正性，那么就

能培养 批 判 思 维 能 力。另 外，在 英 语 学 习 过 程

中，学生一定会接触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事件

或存在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外语学习为学

生打开了通向不同文化的窗口，有利于学生与具

有不同世界观、不同价值观人群之间的交流和沟

通”。［１２］显然，接触、了 解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态

度和价值观并能够与本国文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进

行比较，有利于学生发展批判思维能力。
（七）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

语言是我们认 识 世 界 的 工 具。 “没 有 语 言，
万事万物根本无法呈现在心中。也就是说，没有

语言作为中介，没有凭语言来指称和命名，心灵

根本无法 认 识 世 界”。［１３］学 习 不 同 的 语 言，能 够

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认识事物，也可以加深对事

物的认识。例如，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英语词语与

所代表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从与汉语不同的角度

来认识周围世界。
我们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

语言。我们给事物命名，实际上代表了我们对事

物的认识，包括对事物的本质、属性、功能、外

观等方面的认识。我们使用动词来描述现实世界

或想象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用形容词来描述事物

和事件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对事物和

事件的认识。显然，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命名

事物或描述事物、事件的特点时，我们对事物和

事件的认识是不同的。英 语 单 词ｃｏｍｐｕｔｅｒ的 意

思是 “计算器”或 “计 算 机”，即 能 够 做 大 量 运

算的机 器。同 样 的 机 器，在 汉 语 里 我 们 把 它 叫

“电脑”。把计算机比作人的大脑，是因为我们认

为这种机器具有大脑的很多功能。显然，用 “电
脑”一词来指代英语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所表示的事物，
反映了我们对计算机的功用给予的更高的评价。
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时 （特别是学习英语词汇时），
并不只是了解了一些事物的另外一种说法，而是

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事物。例如，汉语里的 “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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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风”和英语里的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也是很好的例子。
音译的 “麦克风”既 不 能 反 映 这 一 物 品 的 功 用，
也不能反映它的外观等特点。而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ｎｅ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功用 （细微的声音）。
人们对事 物 的 认 识 可 能 受 到 语 法 结 构 的 影

响，而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例如，在很多

语言中，名词有阳性和阴性之分。虽然这种区分

具有很大的任意性，但这一区分却能影响人们对

事物的描述、对事物异同点的判断以及对事物名

称的记忆。［１４］因此，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之后，他

们掌握的英语语法可能改变他们认识周围事物的

方式。即使不改变，至少增加了认识周围事物的

方式，或 者 增 加 了 从 不 同 角 度 认 识 事 物 的 可

能性。
（八）时空判断能力

时空概念和时空判断能力也是思维能力的重

要方面。虽然时空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语言中

表示时空的词语不完全相同，这也导致人们的时

空判断能力存在差异。澳大利亚北部约克角西海

岸有一个名叫Ｐｏｒｍｐｕｒａａｗ的土著部落。那里没

有 “前”“后” “左” “右”等表示方位的词语。
人们描述空间位置时只能使用 “东”“西”“南”
“北”等表示绝对方向的术语。例如，“在你的东

南腿上有一只蚂蚁” “请把杯子向西北偏北的方

向挪动一下”。庆幸的是，由于他们时刻需要使

用 “东”“西”“南”“北”等绝对方位词语，而

不能使用 “左”“右”“前”“后”等表示相对方

位的词，所以即使是在荒郊野外打猎时，他们几

乎从来不会迷失方向。如果这个部落的居民学习

了其他语言，掌握了其他表示方位的词语，他们

可能形成新的空间判断能力。同理，中国人学习

英语时，不可避免地要学习英语中表示时空的词

语和表达式，可能促进时空判断能力的提升。请

看下面的例子。
（７）Ｌａｓｔ　ｗｅｅｋ　ａ　ｓｈｉｐ　ｓａｎｋ　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上周一 艘 船 在 靠 近 佛 罗 里 达 的 海 域 沉

没了。）
例 （７）中的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表 示 离 陆 地 有 一

定距 离 但 又 不 是 很 远 的 海 域。显 然 这 里 的ｏｆｆ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在 汉 语 里 没 有 对 等 的 表 述。学 习 这 个

表达，就无 形 之 中 对 这 一 个 空 间 领 域 有 了 新 的

认识。

（九）严密思维能力

严格来讲，严密思维能力并不是一种独立的

思维能力，它与前面讨论的几种思维能力不能完

全分离。大部分思维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严密性，
人们的思维能力的严密性也有差异。这里的严密

思维能力实际上是指思维的严密性。为了便于讨

论 （主要是 为 了 在 表 述 上 与 前 面 的 集 中 能 力 平

行），我们暂且使用 “严密思维能力”这个说法。
各种语言不仅有不同的形式和结构，而且有

不同的规则，对规则运用的准确性也有不同程度

的要求。与 汉 语 相 比，英 语 的 规 则 似 乎 更 多 一

些，而且在规则运用上的要求更高，正确与错误

的界限更加明显。在学习和使用英语时，我们需

要在规则方面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这显然会给英

语学习带来更多的负担，增加英语学习的难度。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中国学生来说，学习英

语的规则并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使用这些规则，
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高思维的严密性和准确性。
例如，在 说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Ｐｅｔｅｒ　ａｔｅ　ｔｗｏ　ａｐｐｌｅｓ．”
这句话时，说话者需要注意几点：因为事情发生

在过去，所以动词要用ａｔｅ，而不能用ｅａｔ；因为

吃了两 个 苹 果，所 以 要 说ａｐｐｌｅｓ而 不 能 说ａｐ－
ｐｌｅ。如果英语 学 习 者 在 学 习 英 语 和 使 用 英 语 的

过程中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就能从一个侧面提

高思维的严密性。当然，这里我们并不是说，学

生在说英 语 或 写 英 语 时 必 须 保 证 语 言 形 式 的 正

确性。
如果学生能够有意识地根据英语的语言规则

来组织话语、表达思想、再现生活经验，对书面

和口头表达中的语言进行加工、整理，使之用词

恰当、语义清楚准确，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思维的严密性。
（十）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中层次较高的一种

能力。英语学习者可以借助语言的创造性，使用

新颖的表达方式，表达新的概念，从而促进创新

思维能力的发展。
人类总是能够借助已有的语言资源创造新的

表达法 （包括单词、短语和句子），以便描述新

的事物和环境，这就是语言的创造性特征。［１５］在

任何一种语言中，可以有无限的可能的句子。如

果英语学习者能够有效地利用英语语言在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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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语法、语篇等层次的资源，使用新颖但符

合基本规则的表达法，那么就有可能促进创造性

思维能 力 的 发 展。有 一 位 小 学 生 写 了 这 样 一 句

话：“Ｉ　ｅａ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ｉｒｓ．”。乍一看这句话既不符

合语法，也不符合逻辑。其实，这 句 的 意 思 是：
我经常独自一个人吃饭 （桌子旁还有椅子，但没

人坐）。有一篇 课 文 里 有 这 样 一 句 话： “Ｉ　ｔ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是一位教师在阐述她的教学

思想时说的一句话。有 的 学 生 说，ｔｅａｃｈ不 是 及

物动词吗？这 里 为 什 么 要 用 ｗｉｔｈ呢？其 实，这

句话 的 含 义 是：我 和 学 生 共 同 教 学 （大 概 就 是

“教学相长”的 意 思）。显 然，像ｅａ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ｉｒｓ
和ｔ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这样的表达法并不是英语

中固有的说法，而是说话人根据表达意义的需要

创造性地建构的表达法。如果英语学习者能够充

分利用语言的创造性，在口头和书面表达中创造

性地使用语言，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而

且能够通过语言展现创新思想，从而促进创新思

维能力的发展。

四、结语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十分密切。学习和使用语

言要借助思维；同时，学习和使用语言又能够进

一步促 进 思 维 的 发 展，对 这 一 论 断 几 乎 没 有 争

议。学习和使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可以丰富思维

方式，进一步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这一论断也

几乎被完全证实。英语教育界人士广泛认为，英

语课堂教学中的很多活动能够促进学习者思维能

力的发展。［１６］现在还不太清楚的是，学习母语以

外的语言究竟能够促进学习者的哪些思维能力以

及如何通 过 语 言 学 习 促 进 学 习 者 思 维 能 力 的 发

展。就中国语境下的英语学习而言，这一问题尚

无明确的答案。本文尝试性地结合英语语言的特

点和英语学习过程的特点，探讨了有可能通过英

语学习促进发展的十种思维能力。笔者意识到，
这些探讨主要是基于一些逻辑推理和少数实例，
并非基于实证研究。由于各种思维能力之间的界

限并不十分清晰，本文所谈的十种思维能力之间

也有一些重叠之处。再有，由于篇幅所限，对于

具体课堂教学中如何渗透思维能力的培养，本文

使用的笔墨还不够，这一问题有待学界同行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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