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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亲爱的读者朋友：

善于思辨却不思深刻诘问者，鲜矣。苏格拉底诘问之才，能出其右

者，未之有也。醉心于思辨者，必然也对诘问法感兴趣。欲习诘问法，

自应从苏格拉底诘问法学起。

当然，要学习苏格拉底诘问法，必须要认识其组成部分，并加以运

用。倘若不熟悉这些组成部分，就很难抓住诘问策略的本质，而这些诘

问策略正是苏格拉底诘问法的基础。运用苏格拉底诘问法需要结合具体

的语境，其精神实质比字面意义更重要。

以此为准则，我们在本册指南中分析了苏格拉底诘问法的组成部

分，并辅以该方法在当代中小学课堂中应用的实例。

为帮助你运用苏格拉底诘问法，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批判性思维

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提供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范例，第三部分则分析

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构成，第四和第五部分着重阐述了诘问在教学中的

重要性、苏格拉底作出的巨大贡献、苏格拉底诘问法与批判性思维之间

的联系等内容。

一旦你开始像苏格拉底那样提问，深思人们的信念及其成因，你将

会感到控制自己思维的能力增强了，同时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的思

维。对自己要有耐心，对你的学生也要有耐心。熟练掌握苏格拉底诘问

法固然费时，但绝对值得。

希望本册指南能帮助你和你的学生更好地掌握深层追问的艺术。

理查德·保罗	 琳达·埃尔德

批判性思维中心	 批判性思维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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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一过。

�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诘问法是一种非常严谨的提问方式，可用于多领域、多目

的的思想探究：探索复杂观念、找到事实真相、提出议题和难题、找出

假设、分析概念、分辨已知与未知、弄清推理可能带来的影响。要区分

苏格拉底诘问法和单纯的诘问，关键是要认识到苏格拉底诘问法是系统

的、严谨的、深刻的，通常侧重基本概念、原则、理论、议题和难题。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抑或是任何对深入探索思维感兴趣的人，都

可以也应该构思苏格拉底式问题，参与苏格拉底式对话。我们在教学中

使用苏格拉底诘问法，可以实现以下目的：了解学生的思维，判定他们

在某一话题、议题或主题上的知识范围，向他们示范苏格拉底诘问法，

或帮助他们分析某个概念或推理思路。总之，我们希望学生学习苏格拉

底诘问法的准则，并运用该方法分析复杂问题，理解和评估他人的思

维，弄清自己所想和他人所想可能带来的影响。

因此，在教学中应用苏格拉底诘问法至少有两个目的：

1.	 	深入了解学生思维，帮助学生区分已知已解和未知未解（在此

过程中，帮助他们培养认知谦逊）。

2.	 	培养学生问出苏格拉底式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苏格拉底

式对话的强大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诘问

自己和诘问他人）。因此，我们需要向学生示范这些诘问策略，

以便他们仿效和运用。此外，我们需要直接教会学生如何构建

问题，如何问出有深度的问题。接下来学生要做的就是练习，

练习，不断地练习。

苏格拉底诘问法让我们认识到诘问在学习中非常重要（实际上，苏

格拉底生前认为诘问是唯一可取的教学方式）。它让我们认识到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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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碎片化的思考之间的差异。它引导我们透过思想的表层去看本

质。它还让我们认识到，在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他们

的好问精神意义非凡。

要想思想卓越超群，学会诘问法非常重要，因此苏格拉底诘问的艺

术和批判性思维紧密相关。该方法以“苏格拉底”为名，更彰显了其系

统性、深刻性，让人永怀明辨真理谬误之志。

批判性思维和苏格拉底诘问法二者目的相同。批判性思维提供了多

种概念工具，帮助我们理解思维如何运作（如何追寻意义、探求真理）；

苏格拉底诘问法则运用这些工具构建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追寻意义和探

求真理至关重要。

批判性思维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思维之上构建一种高阶思维，使其成

为强大的内在理性之声，监督、评价、重构我们的思考、情感和行动，

使之更加理性。苏格拉底式讨论则特点鲜明地侧重自主的、严谨的诘问

方式，以培养这种内在理性之声。

在本册指南中，我们关注的重点包括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构成，批判

性思维带给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概念工具，以及诘问在培养严谨思维过程

中的重要性。本册指南基于批判性思维视角，所提供的对于苏格拉底诘

问法的理解既明确深刻，又能抓住本质。

为帮助你运用苏格拉底诘问法，我们在第一部分介绍了批判性思维

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提供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范例，第三部分则分析

了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构成，第四和第五部分着重阐述了诘问在教学中的

重要性、苏格拉底作出的巨大贡献、苏格拉底诘问法与批判性思维之间

的联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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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诘问法

	● 	 提出基本问题

	● 	 透过事物表面看本质

	● 	 发现思考中不完备的地方

	● 	 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思维结构

	● 	 让学生对清晰性、准确性、相关性和深刻性更敏感

	● 	 帮助学生通过自己的推理作出判断

	● 	 �帮助学生分析思维——思维的目的、假设、问题、视角、信息、

推论、概念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