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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認識 

1. 基本上是哲學中理性主義所延伸而來的思考方式，主張「完全」的理性，

所謂「我思故我在」，思考成為存在的主要元素，因此如何思考成為由

人類生命的本質之一部份。 

2. 批判性思考的「批判」對象是取思考時的依據而非批判別人。因此批判

性思維是「內省」的方法，而非觀察外界形像及意見的方法，不是攻擊

性的思維。 

3. 因其為哲學的一部份，因必強調事物的「本質」而非事物外表的形像，

將探索宇宙，生命，自然等哲學思考的方法論應用到一般生活之中。 

4. 在功能面，「如何思考」變成批判性思考的「目的」，因此學習批判性

思考對於我們有什麼「好處」，沒有具體的呈述，而依賴學習者自我的

體會。 

5. 以哲學的方式思考，與科學的方式思考有所不同，因此習慣於科學方法

思考的人，屬應用批判性思考時比較需要調適。 

6. 因其背景是西方哲學，而西方哲學的發展有其歷史背景，對我們而言看

重於方法的功能性，對某些因素(甚致例子）可予以排除(如宗教、聖經、

教條等），使用理性主義的基礎之一是將「自然法則」視為「上帝」。

是所有事物的本質，此一概念為配合到東方背景的觀點中。對東方人比

較容易來體會方法中的某些概念。 

7. 批判性思考之所以未在東來方社會產生關鍵的影響或可解釋為下列之

原因： 

(1) 哲學是教你如何做人，但東方社會有一套依本身歷史及社會發展所

產生的做人法則（如：四維八德）變化形成社會的共識，如依西方

哲學的方法來生活則將與社會格格不入。 

(2) 多數教學以科學的思維方法為主，兩者雖然雷同但其不完全一樣，

需改變長期使用的方法殊為不易。 

(3) 台灣（日韓等國類似）的教學方法著重於一致化的教育（如標準教

材）及因應考試，但對教學等思考的工具科學並未融入日常生活的

思考內，導致學校生活與日常生活成為兩個不同的構面，學校教育



只是為了職業的需求。東方傳統以做人為目的教育已漸喪失（主要

依賴家庭教育），而西方教育做人的部份尚未引進。但這個社會問題

似乎是目前學會主要的訴求。 

(4) 思考教育及培養需要學習及不斷的練習，在「速食文化」是較不易

看出其功效，而缺乏誘因。（才藝班中目前沒有訓練思考的場所，也

沒有方法及工具）。 

 

二、 學會可能的態度 

(1) 學會的對像是農業科技人員（未來再擴及其他科技人員的學校），

而我們的目的屬經由批判性思考的引進以提升其研發題目的規劃及

研發成果的呈現能力。 

(2) 我們不太可能要求農業科技人員成為批判思考的信仰者，因此只能

引進某些方法與概念，結合其已有的方法來提升思考的本質。 

(3) 在效益上，或可以下列的訊息為主要的訴求。 

A. 瞭解目前的部份問題是未能基於產業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之需，

必改變其思考的方式。 

B. 批判性思維的某些特色具有改進思維品質的功能（批判成為創新

的動能）。 

C. 利用批判式的思維方法，能提供研發團隊共同的語言（因對概念

的描述更為精確，對資訊的解讀更為理性，對不同意見處理的方

式更為目標導向）。 

D. 對多功能多元化的課題更能掌握其本質而非基於領域的觀點。 

(4) 學會處理批判式思考的方式： 

A. 閱讀相關的文獻掌握其主要的精神。 

B. 比較常用的科學思考方式與批判性思考的差異及優劣。 

C. 嘗試用於會員內部溝通之用，以檢測那些內涵符合我們的需要，

那些不是我們現階段的需要。 

D. 整理出一套適合於農業研究人員的教材（包括：基本理念、基本

方法／要素、實際例子、練習方法、腦力激盪的流程等）。 



 

三、 應用批判式思考的對象 

(1) 學位的主要目的是應用批判式思維來提升農業科研計畫的品質，推

廣此一思考方式到其他領域及日常生活是其較長期的目標，採用此

一策略的原因之一，是每一領域有其專門的詞彙，而此類專有名詞

皆有其概念。此一基礎為思考，溝通時必要的工具，先選擇一較熟

悉的領域，有助於學會成員本身的成長。 

(2) 學會需有效益，而目標之一是提升科研計畫的品質，因此用科研計

畫來作為學會的對像較易有近程效益。 

(3) 目前的農業科研計畫有一定的格式的內容，此非學會所能更改者，

但學會可針對每一欄位作批判性思維，以釐清每一欄位應填寫的資

訊及思考的結論。 

(4) 學會本身的能量乃魚骨圖及邏輯架構，批判性思維的導入屬強化此

二工具，而非重新引入一個新的工具。 

(5) 以目前所瞭解的批判式思維而言強調的是過程而非產出，但魚骨圖

及邏輯架構是以結構性的產出，兩者互不衡突也能互補。 

 

四、 引進批判式思維的重點 

  所謂批判性思考由兩個重要的項目所組成：元素與標準，兩者形

成一矩陣。即每一元素皆需考慮標竿，而其精神是「內思性」的，也

即乃計畫主持人應做的功課，準備兩個元素及標準也能作為審查及評

估科技計畫的方式，以檢示各項元素是否列入考慮，而考慮的內容是

否符合標竿，至於呈現的方式，仍可用魚骨圖及邏輯架構的格式。 

(1) 元素的應用： 

批判形思考將思考的過程（內容）分為八個元素：目的、觀點、假

設、含義、資訊（依據），推論（判斷）、概念，結論；或目的、

問題、觀點、資訊（依據）、推論、概念、含義假設。 



而上述的八個元素並未有次序排列上的建議，而需依主題的不同而

串連，甚致有些主題並不「一定「要有八個元素，有些是「Piven」，

但需瞭其屬性。 

但對國內的科技人員而言，學會需依計畫的需求提供操作方法，再

自由運用，否則不易學習（此是為什麼將初期目標建立「農業科技

研發計畫」的原因。此較容易整理出一套本身相對合理的操作方式，

而其可能的流程是比對規定的計畫格式，將各個元素導入，例如： 

 計畫名稱：所用名詞及動詞的概念是否清楚。 

 計畫依據：對施政計畫的內涵（本質）是否經過推理，施政

計畫的目標與計畫目標間的關係是否有邏輯關係，施政計畫

的假設與計畫假設是否相符。 

 擬解決問題：需依問題元素予以闡明，是否為「真」的問題？

依據那些資訊確定其問題的本質，如何精確的將問題描述出

來，例問題與計畫目標是否相符，問題是否含在施政依據的

概念之中。 

 計畫目的：主要參考的元素是「目的」。可用目的元素的標

準來檢視計畫目的呈現的方式，如清晰性、精確、重要性、

完整性、邏輯性等。 

 計畫措施： 

(1) 所規劃的措施之觀點是什麼？假設是什麼？含義是什麼？

每一措施所提的分項問題是什麼？上述的問題及思考可

用相關性、完整性、邏輯性重要性等標準來檢視。 

(2) 假設、概念、觀點及含義等各項元素的意義運用以檢視措

施的邏輯性及完整性，不完整的部份則成為假設。因此要

檢視假設的合理性。 

(3) 實際操作為用邏輯架構的格式，對其填寫的內容用批判性

思考的元素來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