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分析性思维 01

第一部分  理解分析性思维的基本理论

为什么需要一本分析性思维指南？

分析和评估是所有学生都应该掌握的核心技能。想要认真吃透各类

书中最根本的内容，这些技能必不可少。学生常常需要分析诗歌、数学

公式、生物系统、课本章节、概念、思想、随笔、小说和论文等内容。

然而，有多少学生知道分析性思维有哪些要素？有多少学生明确地知道

该如何进行透彻分析？我们又有哪位毕业生能说清楚在分析事物时都用

了什么框架？

可惜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学习过如何分析问题。且不提复杂的伦理、

政治或个人问题，就连直白的科学、历史学、文学或数学问题，学生也

不知如何建构框架使分析更有力，只是凭含混的感觉、印象蒙混过关。

学生往往不能通过分析性思维给出合理的反馈和恰当的评估。当然，并

不只有学生这样，许多成年人对分析和评估的思维过程同样一头雾水。

如果汽车机修工说“我会尽全力修理你的车，不过，坦白地说，其

实我根本搞不清发动机的部件怎么工作”或者语法学家说“对不起，我

一直不清楚怎么给话语分段，也不知道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我们会

如何看待他们呢？显然，如果学生没有清晰的分析模型和必要的知识储

备，我们就无法要求他们作出好的分析。同样，如果学生连评估的标准

都不知道，我们又怎么能让他们一上来就开始评估呢？主观的反应不等

同于客观的评估。

如果学生通过真实的例子，能真正理解分析框架，并将其内化为自

己的思维方式，他们就能在历史课上用历史学思维思考，在数学课上用

数学思维思考，在科学课上用科学思维思考，最终，在所有课上都能更

熟练地用分析技巧来思考问题。当这个思维模式内化成学生自己思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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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方式时，他们就掌握了一套强大的“系统—分析—系统”方法，就

能成为更优秀的学生。

这本“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分册可以与《批判性思维概念与方法

手册》一起使用，这套丛书中所有的书都互为支撑。这本书解释了为什

么只有当我们能够清晰地分析和评估时，我们的想法才能被更好地理

解，并得到不断的完善。这本书强调的认知技能同样适用于解决我们生

活中的各类问题，帮助我们作出解释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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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思维分析很重要？

每个人都会思考问题，这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很多想法本身都带有

成见，或扭曲，或片面，或信息不足。然而，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产活

动质量正是由思维的品质决定的。松散劣质的思维不仅增加成本，造成

浪费，还会降低生活质量。如果想要学会更好地思考，必须首先了解思

维的基本要素，即所有思维活动最根本的结构。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

看如何分解思维活动吧。

所有的思维活动都由八个要素定义

所有的思维活动都包含八个基本要素。我们思考时，总会从某个视

角出发，确立目的，提出假设，这些假设会带来影响和结果。为了回答

问题、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我们常需要用概念、理念和理论来解释数

据、事实和经验。

因此，思维活动都会：

●● ● 确立目的

●● ● 提出问题

●● ● 使用信息

●● ● 运用概念

●● ● 作出推论

●● ● 作出假设

●● ● 产生影响

●● ● 体现视角

每个要素都会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如果目的或议程变了，要回答

的问题和要解决的矛盾也会随之改变；如果问题和矛盾变了，就必须去

找新的信息和数据；如果所收集的信息和数据变了，那么……

核心观点：八个要素定义思维活动。想要学习如何分析思维，就必须

在实践中练习识别这些要素。

情境
视角

参考框架、
角度、
方向、

世界观

目的
目标、
宗旨、
作用

焦点问题
难题、议题

影响与结果
依据逻辑规律产
生的结果、后果

假设
预设、
公理、
公认的观点

信息
数据、事实、证据、

观察结果、
经验、原因

阐释与推论
结论、
方案

概念
理论、定义、
规则、原则、

模式

思维的要素

情境

情境 情境

SJ60321什么是分析性思维（中文版）.indd   3 2020/12/22   上午8:32



思想者指南系列丛书（中文版）04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去理解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思考和推理几乎是同义词。然而，由于推理更强调

思维的推断能力，所以更为正式。

其实，只要大脑基于原因得出结论，就形成了推理。每当我们要弄

清某个事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结果就是，只要

我们思考，就会作出推理，但我们往往没有注意到隐藏在大脑中的推理

过程。

从早晨醒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推理了：我们要想清楚早餐吃

什么，出去穿什么，要不要去买东西，和这个朋友还是那个朋友一起吃

午饭……当我们对即将涌来的车流作出预测时，当我们对别的司机的行

动作出反应时，当我们加速或者减速时，我们都需要运用推理。不只是

日常生活，我们对任何事，比如诗、微生物、人、数字、历史事件、社会

环境、心理状态、性格特征、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给出自己的结论。

这本书中的推理是指我们在大脑中赋予事物某种意义，弄清它到底

是怎么回事。几乎所有的思维活动都是意义建构的一部分。比如，听到

挠门的声音，我们会想“是只狗吧”；看到天上的乌云，我们会想“要

下雨了吧”。有些思维活动是在潜意识层面发生的，比如，我们身边所

有看到、听到的内容对我们自己都有意义，但我们并没有特别注意到。

只有当有人质疑自己的推理时，我们才会关注平时没有注意的推理，因

为我们必须回应质疑，捍卫自己的观点（比如：“为什么你说杰克让人讨

厌？我觉得他很好啊。”）。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我们不断设立新的目标，

然后找到实现的方法。推理让我们能够利用意义和概念来决定设立什么目

标，采用什么方法。

推理看似很简单，没有什么组成结构。但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

现，推理需要我们参与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认知过程。这本“思想者指南

系列丛书”分册的重点就在于揭示这些认知过程，帮助你更好地了解思

想深处发生的事情。

核心观点：根据原因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推理。了解推理深层的认知

过程，有助于提升推理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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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识别并质询思维的要素是分析思维的前提

回答问题
或解决
难题

我们思考
时，总会
确立一个
目的

采用某种
视角

基于概念
和理论

作出推论和
判断

基于假设

产生影响与
结果

  利用数据、
事实和经验

普遍的思维结构

1

4

3

2

8

5

6

7

我试图回答
的关键问题

是什么？

我的基本目
的是什么？

（如果我
是正确的）
我的推理会产
生什么影响？

为了回答
我提出的问
题，我需要
什么信息？

普遍的思维结构

关于这一议
题，我采用
了什么视角？

最基本的概念
是什么？

我最根本的
推论或结论
是什么？

推理时，我
使用了什么

假设？

1

4

3

2

8

5

6

7

请注意：理解思维活动的结构时，要提出这些结构暗含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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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运用认知标准评估思维

理性的人用认知标准来考查推理是否合理。当把这些标准内化为自

己的思维习惯，并在思考中明确地运用这些标准时，思维就会变得更清

晰、更准确、更精确、更相关、更深刻、更宽广，也更公正。其他标准

包括：可信性、充分性、可靠性和实用性。

清晰性：

内容易懂，便于理解

准确性：

不存在错误或曲解，是正确的 

精确性：

必要细节精确无误

相关性：

与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 

深刻性：

包含复杂的事物和多重相互关系

宽广性：

包含多种视角

逻辑性：

各部分相互呼应，互不矛盾

重要性：

关注重要部分，而非细枝末节

公正性：

公平合理，而非自私或者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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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述标准，本页列举了针对每一标准可提出的问题：

你能进一步阐释吗？
你能举出实例吗？
你能用例子阐述你的意思吗？

如何进行核查？
如何证明其真实性？
如何进行核实或验证？

能再具体一些吗？
能提供更多细节吗？
能再确切一些吗？

与问题有何关联？
对问题有何影响？
对解决问题有何帮助？

问题的难点来自哪些方面？
问题的复杂性有哪些表现？
要克服的困难包括哪些？

是否需要从另一个侧面观察问题？
是否需要换一个角度观察问题？
是否需要换一种方式考虑问题？

整个推理够清楚吗？
首尾段落是否相呼应？
结论是否依据证据得出？

这是要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吗？
这是否是核心观点？
哪些事实最重要？

这个问题是否涉及我的既定利益？
我能否设身处地地理解并表达他人的观点？

清晰性

准确性

精确性

相关性

深刻性

宽广性

逻辑性

重要性

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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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 35个维度

Ａ．情感维度

●● ● 独立思考

●● ● 培养对于自我中心主义或社会中心主义的洞察力

●● ● 践行公平公正

●● ● 探析情感背后的思想和思想背后的情感

●● ● 培养认知谦逊，搁置不成熟的判断

●● ● 培养认知勇气

●● ● 培养认知信念或认知正直

●● ● 培养认知毅力

●● ● 信赖推理

Ｂ．认知维度——宏观能力

 ●  提炼概括，同时避免过度简化

●● ● 对比类似情况：将观点应用到新的情境中

●● ● 形成自己的视角：形成或探析观点、论据或理论

●● ● 阐明议题、结论或观点

●● ● 阐明和分析单词或短语的含义

●● ● 制定评估标准：阐明价值观和标准

●● ● 评估信息来源的可信度

●● ● 深入提问：提出并探析根本问题或重要问题

●● ● 分析或评估论据、阐释、观点或理论

●● ● 制定或评估方案

●● ● 分析或评估行动或政策

●● ● 批判性阅读：阐明或质疑文本

●● ● 批判性聆听：沉默对话的艺术

●● ● 建立跨学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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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践苏格拉底式讨论：阐明并质疑观点、理论或视角

●● ● 对话性推理：对比视角、阐释或理论

●● ● 辩证性推理：评估视角、阐释或理论

Ｃ．认知维度——微观技能

●● ● 对比理想状态与现实情况的异同

●● ● 考查思维是否准确：使用批判性词汇

●● ● 关注明显的相似和不同

●● ● 审视或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 ● 辨别相关与不相关的事实

●● ● 作出合理的推论、预测或阐释

●● ● 给出原因，评估证据和可疑事实

●● ● 辨识矛盾

●● ● 探析逻辑的影响与结果

请注意：批判性思维的情感维度以及微观、宏观的技能都可向多个方

向拓展，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比如，我们可将以下微观技能添加到

上述列表中：

●● ● 阐明目的

●● ● 检查目的的一致性和公平性

●● ● 清楚而准确地陈述问题

●● ● 针对议题的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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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清单

 1. 所有推理都有一个目的。

●● ● 花时间说清楚自己的目的。

●● ● 区分自己的目的和相关目的。

●● ● 为确保没有偏离目标，需要定期检查。

●● ● 选择重要且有现实意义的目的。

 2. 所有推理都要理清事物，回答问题，解决难题。

●● ● 清楚、准确地陈述焦点问题。

●● ● 用不同方式表达问题，以阐明其含义和范围。

●● ● 将问题分解为几个子问题。

●● ● 将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与观点性问题和需从多角度思考的问题区

分开。

 3. 所有推理都基于假设。

●● ● 清楚识别自己的假设，并判断假设是否合理。

●● ● 思考自己的假设如何形成视角。

 4. 所有推理都是从某些视角出发的。

●● ● 识别自己的视角。

●● ● 寻求其他视角，并识别其优缺点。

●● ● 评估所有视角时，尽量做到公正。

 5. 所有推理都基于数据、信息和证据。

●● ● 确保观点都建立在已有数据支撑的基础上。

●● ● 搜索支持及反对自己观点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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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保所有使用的信息清晰、准确，并和焦点问题相关。

●● ● 确保已收集到足够的信息。

 6. 所有推理都是通过概念和观念来建构和表达的。

●● ● 识别关键概念，并解释清楚。

●● ● 考虑不同的概念或同一概念的不同定义。

●● ● 确保精确地使用概念。

 7.  所有推理都包括推论或阐释，基于这些得出结论，并赋予数据意义。

●● ● 只能依靠证据进行推论。

●● ● 检查推论是否彼此一致。

●● ● 准确识别推论中隐含的假设。

 8. 所有推理都具有后果，或具有影响和结果。

●● ● 探寻推理所带来的影响和结果。

●● ● 寻找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 ● 考虑所有可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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