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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创思维》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批创思维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2/2/2 其中实验学时：0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1-16 周周三 7-8 节；周四 9-10 节 授课地点：6C101、6E402

授课对象：2018 应化卓越 1 班;2018 应化卓越 2 班;2018 电子卓越 1 班;2018 汉语实验 1班;2018 电子卓越

2班

开课院系：马克思主义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郭奕鹏/讲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邮件答疑；2 微信答疑；集中时间个别答疑；每周三晚上 19：30-21：30 在学

生社会区党员值班室举办读书会和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课程作品（ √ ）

使用教材：《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董毓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7 月

版。

教学参考资料：

1、刘彦方：《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越思考越会思考》，学林出版社，2018年8月。

2、《批判性思维教程》，谷振诣，刘壮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2013年8月第6次印刷。

3、《逻辑思维训练》，石国亮著，研究出版，2010.12，第1版。

4、高等院校通用教材《逻辑学》，胡泽洪 周祯祥 王健平主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第3版。

5、《逻辑与批判性思维》，陈慕泽，余俊伟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1版。

课程简介：

《批创思维》作为一门体现逻辑学的基础性、工具性、应用广泛性的学科，极其注重思维素质教育与

思维能力培养。本课程立足现代逻辑的高度处理传统逻辑内容，建构以逻辑分析、逻辑批判、逻辑推理、

逻辑论证理论与方法为核心的内容体系，阐述思想和思维内在的逻辑基本规律、思想和思维都要遵守的逻

辑基本法则、思想和思维都要运用的逻辑基本方法，提供正确思维和有效思维的基本逻辑工具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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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在“逻辑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密切

联系思维和自然语言的实际与特点，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逻辑

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了解逻辑学发展的新进展和

批判性思维的特征和方法；自觉地进行逻辑思维和表述论证的训

练；增强论证的逻辑力量并培养分析理性精神和创新意识；为进一

步学习和理解其他各门具体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逻辑分析工具。

2.过程与方法目标：本课程致力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通过运用各种案例进行虚拟实践，大量结合政治、军事、经济、法

律和日常生活等事例，进行启发式、互动式案例教学，引导学生进

行合理的推理、论证、分析、批判，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潜能，训练

和培养学生将所学逻辑知识转化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通过对逻辑的学习和思维的

训炼，使学生能运用逻辑学基本知识和理论去分析解决日常思维、

专业学习中遇到的实际思维问题，形成严密、正确的思维推理模式

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从而树立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精益求精的

学习精神，为从事未来的事业奠定坚实的科学素养和心理基础。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

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学生的课程

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培养学生发现、分析问

题，独立思考与创新开发的理性能力；

□核心能力 2.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核心能力 3.培养学生的持续发展能

力与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

安排

1 引论：全球化时

代的思维技能

2 批判性思维的内涵，批判性思与逻辑的关

系，逻辑与思维训练

理论讲授

2 引论：全球化时

代的思维技能

2 批判性思维的应用范围；批判性思维的特

征与要求

理 论 讲

授，课堂

讨论

3 清晰思考 2 概念及判定概念的逻辑方法；清晰的概念

划分对于批判性思维的意义；概念使用常

见的问题

案例分析 第 1 次

课 堂 反

馈 与 问

题收

4 真实思考 2 理由的性质问题以及两种层面的真实；鉴

定公共经验的性质

理论讲授

5 专题 1：学术规

范与学术精神

2 学术写作的基本规范；查找资料的途径；

如何培养学术精神

案例分析

6 充足的思考（一） 2 无关谬误以及刺猬无关在日常论证中具

体表现

案例分析 第 2 次

课 堂 反

馈

7 充足的思考（二） 2 归纳推理（类比推理）以及演绎推理 理论讲授

8 理性决策 2 理性决策的 6大步骤 理论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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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性决策 2 史沃特（SWOT）分析法；富兰克林法；经

典的决策问题

案例分析

10 专题 2：创新的

内涵、周期与方

法

2 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关系，创新的内

涵、周期与方法以及批判性思维、创新思

维对西方现代科技的影响

案例分析

与理论讲

授

11 最好的思考 2 求解因果关系的五法 理论讲授

12 实践性教学 2 课堂小组讨论，对前期的批判性思维加以

应用

教学实践

13 专题 3：博弈论

中的论证与逻辑

2 博弈论（囚徒困境）中的逻辑推理 案例分析 第 3 次

课 堂 反

馈

14 深入思考 2 区别解释与论证，理解论证在科学发现中

的意义；利用三段论和假言推理的知识发

掘论证的假设和基础

理 论 讲

授，案例

分析

15 辩证思考 2 学会观察问题的“三”原则 课堂讨论 读 书 评

论

16 总结 2 批创思维的原理与方法 理论讲授

合计： 32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到堂情况 不旷课、不迟到、不早退（旷课三次以上不能参加考试） 扣分法

课堂讨论 认真听讲，积极讨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0.3

阶段综合性作业 1000 字以内的读书评论或学习总结 0.2

期末考核 1 基础知识测试（平时表现优异者可以免考） 0.2

期末考核 2 应用批判性思维创作的作品 0.3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3 月 8 日

系（部）审查意见：

我院（系）教学指导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部）主任签名：银锋 日期： 2019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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