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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样说的依据是什么？  

  有理有据进行解读的练习  
 

 

 

 

 

 

 

 

 

 

此练习有利于启发哪种思维？ 

此练习可帮助学生描述他们观察到或了解到的内容，并构建一番解释。它鼓励证据推理（在证

据基础上的推理）。由于此练习请学生分享自己的解读，因此有利于他们理解他人的想法和多

角度解读。 

此练习适用于哪些情况？ 

鉴于此练习中的核心问题比较灵活，因此可用于观察物体（艺术作品或历史文物），但也可用

于研究诗歌、进行科学观察和假设，或者研究更加概念性的理念（例如民主）。此练习经调整

后可用于大多数科目，并且可用于在介绍某个主题时了解学生的一般认识。 

关于开始和使用此练习，有哪些提示？ 

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练习以班级或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但也可采用小组或个人的形式进行。

第一次介绍练习时，教师可以在学生做出解读后继续向学生追问问题，以此来引导他们。逐渐

地，学生会开始下意识地使用证据来支撑他们的解读，而无需他人引导，并最终达到内化的效

果。  
 

以集体讨论形式进行练习时，可能有必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记录形式，以免干扰讨论的顺畅进

行。一种形式是使用视频或音频记录班级讨论。倾听并记下学生对思维语言的运用，有助于看

到他们所取得的进步。学生使用的词语和语言本身可充当一种记录形式，帮助建立起一套评价

准则，衡量优秀解读或优秀推理的要素有哪些。 

 

指示：  

选择一件艺术作品，让学生进行观察。在此练习中向学生提问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个问题

要求解读作品，第二个问题要求提供理由： 

在这件艺术作品中发生了什么？  

你这样说的观察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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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形式是制作图表，或者在课堂上张贴一张解释清单，并持续向其中补充内容。随着解读

的深入，记下发生的变化，并对这些新解释展开进一步讨论。这些清单也可进一步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并推动他们搜寻证据。适用于小组和个人练习的其他形式还包括：学生通过速写、绘

画、模型和书写方式来记录他们的解读，所有这些形式都可以在课堂上展示和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