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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通过这本术语手册我们可以发现，批判性思维包含一整套概念和准

则，内化和实践这些概念和准则能帮助我们将思维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

平。从最早的智人（即会思考的人种）开始，批判性思维就以某种方式

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之中。一旦思维被提升至意识层面，至少有些人会开

始有意识地思考思维本身（并发现思维有时“并不完美”）。但是，我们

现在距离“批判型”智人（即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种）仍然有相当的距

离。批判性思维和批判意识（批判性）尚未成为一种主流的文化价值观，

而仅仅是一种常见的个人特质。

为什么要有批判性思维？

人类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各种思想，我们或奉之为真，或斥之为假。

但是，那些我们奉以为真的，有时却是虚假的、不合理的、误导人的；

那些我们斥之为假且认为微不足道的，有时却是真实的、重要的。

人的思维并非天生就能掌握真理。我们并非天生就能看到真相，也

无法自动察觉孰是孰非。受意图、利益或价值观的影响，我们的思维常

常会有失偏颇。我们往往只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会扭曲事实以符合先

入为主的成见。曲解现实是人类生活中很常见的现象，我们有时难免落

入此套。

每个人都透过多个不同的镜片观察世界，会根据自己变幻不定的感

受切换镜片。而且，我们的视角往往是无意识的、不带批判性的，会受

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政治、经济、生理、心理和宗教等因素。

社会规则和禁忌、宗教和政治意识形态、生理和心理的冲动等因素往往

会在无意中给人类的思维带来影响。自私自利、谋取私利和心胸狭隘等

心理在多数人的认知和情感生活中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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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为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成功地生存下去，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

坐标系，用以定位和监督（自己以及他人的）思维。我们需要一种系统

的方法来推进合理的思维，抑制不合理的思维。我们需要掌控自己的认

知过程，进而以理性的方式决定要接受哪些思想，拒绝哪些思想。批判

性思维就是这一认知过程，是坐标系，而且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是一种

生活方式。一百多年前，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１曾为批判性思维下

过这样的定义：

（批判性思维就是）��审视和检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任何观

点，以确认其是否符合现实。批判能力是教育和训练的产物，是一

种思维习惯和力量。它是人类获得幸福的首要条件，每个人都该接

受这方面的训练。唯有批判性思维能保证我们摆脱错觉、欺骗、迷

信，以及对自己和自身所处的庸俗环境的误解。

批判性思维有哪些形式和表现？

批判性思维包含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概念，是一个庞大的网络。理解

一个概念往往会牵涉很多其他概念。因此，理解批判性思维相关概念的

最佳方式是联系与之相关或相反的概念。我们关注的概念不会太过专业

（因此在权威的英语词典中都能查到）。此外，我们所选的概念是为了

帮助那些想要以明确的、全面的、苏格拉底式的、系统的方式学习批判

性思维的人，我们不关注那些含蓄的、片面的、诡辩的或偶发的思维方

法。再者，本书收录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概念（描述学习批判性思维的方

法），读者在遇到难以理解的概念时即可参阅本书。

总体而言，批判性思维是一个丰富的、多样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

开放性的概念，我们无法穷尽其含义，也无法用一句话给其下个完整的

定义。但是，无论批判性思维在使用上有多丰富，其根基都是一套基础

性的概念。它之所以表现出多样性，是因为人们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思维

１ 译者注：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1840—1910），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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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时所做的研究有所不同，研究范围有大有小，练习的重点也不尽相

同。

因此，批判性思维在人的思维中可能是隐性的，也可能是显性的；

可全面培养，也可部分吸收；可能带来自私，也可能带来公正；可能是

整体的（多元的、全面的、概括性强的），也可能是具体的（片面的、

有限的、非跨学科的）２。

虽然批判性思维有如此多样的形式和表现，但那些在所有学科和领

域都适用的方法，正是对非专业人士而言至关重要的方法。此外，即使

是专业人士，掌握全面的苏格拉底式的批判性思维基础概念也是明智之

举，因为专业人士需要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的跨学科、跨领域思考（比

如，去修正自己学科的偏见和局限）。

最后的细节和说明

本书收录的批判性思维概念绝未穷尽，或许还有许多概念可增录其

中。比如，“认知标准”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概念，其定义是“用于评价

或评判推理质量高下的标准”。在现代自然语言中，这样的标准非常多，

如清晰性、准确性、精确性、深刻性、宽广性、公正性等。诸如此类的

认知标准术语在手册中收录了很多，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尚有很多与认

知标准有关的术语未能收录。

我们收录的相当一部分术语体现了阻碍批判性思维形成的因素，比

如“社会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

对于大多数词条，我们首先会提供简要的定义，然后再对概念进行

解释和举例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将一些术语与教学相联系，以

造福广大师生。

最后，我们想请读者注意，每个术语我们都只收录了与批判性思维

有关的定义，该术语其他可能的用法则没有收录。

２ 参见“批判性思维的形式和表现”（critical thinking forms and manifestations）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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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准确的（accurate）：没有误差、错误或曲解的。

准确性是批判性思维的基本认知标准之一，也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

目标。但是，准确与否往往是个程度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准

确，取决于相关问题和 / 或情境所设定的条件（以及我们在多大程度上

满足了这些条件）。

学生需要形成一种以准确理解为基础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无法直

接将这些理解“灌输”给学生。相反，他们需要自己综合各种信息和观

点来实现准确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可能会犯错。随着认识逐步深

化，他们看世界会更准确、更深刻。他们会逐渐认识到，站在任何一种

角度思考都可能会造成曲解，或有不准确之处。思辨者深知这种现象，

因此总是尽力准确地表述自己和他人的观点。

相关术语：“正确的”（correct）主要强调没有错误；“准确的”

（accurate）指思辨者积极主动地确保自己的观点与事实或真相一致；

“确切的”（exact）则强调与事实、真相或某些标准保持严格一致；“精

确的”（precise）指对细节的表现准确。其他相关术语：“严谨的”

（scrupulous）、“认真的”（conscientious）。

参见“认知标准”（intellectual�standards）词条。

主动谬识（activated ignorance）：吸收错误的信息，误以为真并积极�

使用。�

主动谬识会使人按照错误的信念行事，由此会引发诸多问题。比

如，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曾经坚信动物没有真实的感觉，只是自动行事

的机器。基于这种主动谬识，他在动物身上做了一些残酷的实验，并把

它们痛苦的喊叫当作无感情的噪音。很多主动谬识都是由社会准则和意

识形态造成的。

思辨者能够理解人类思维中存在的主动谬识问题，因此会时时质疑

自己的信念，尤其是当依据这些信念行事可能会给他人带来诸如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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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或痛苦等严重影响时。思辨者知道，实际上每个人所持的某些信念

都可能是某种形式的主动谬识。他们也知道，识别哪些是主动谬识而哪

些不是有时并非易事。

参见“主动真知”（activated�knowledge）、“惰性信息”（inert�information）、�

“社会中心主义”（sociocentricity）词条。

主动真知（activated knowledge）：指思考者获取并主动使用真实的信

息，并在深刻理解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获取更多知识，获得

更深入的理解，以及做出更理性的行为。

学校教育应促成主动真知的培养，但事与愿违，学校常常培养出掌

握主动谬识或惰性信息的学生。以历史学习为例；在历史课上，很多学

生充其量只是为了通过考试而背诵历史书上孤立的陈述。有的陈述他们

并不理解，也无法解释，这些就变成了学生的惰性知识。有的陈述他

们理解错了，也解释错了（但被认为正确），这些就变成了学生的主动�

谬识。

从批判性思维的角度看，上历史课更有效的做法是学着按照历史

的逻辑进行思考。若能娴熟掌握这种方式，我们就为主动真知奠定了�

基础。

比如，我们可以思考以下两个有力的观点：

●● ● 历史总是从某种视角讲述的。

●● ● 任何视角都可能伴有偏见、成见或曲解。

如果这两种观点能在我们的思维中“被激活”，我们自然就能以新

的方式阅读历史。我们会注意到，任何一种视角都有其局限性。比如，

我们会察觉有些事实被忽略或曲解了，以及这些事实是如何被阐释的。

我们还能够发挥想象，对历史做出新的解释（比如从多个不同的视角来

书写历史）。

参见“主动谬识”（activated�ignorance）、“惰性信息”（inert�information）

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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