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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球受資訊革命的影響而步入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成為競爭力

重要的元素，而知識之所以重要，乃因知識是激發創新的基礎。在知

識經濟的架構下，知識已不僅是對事物的認知，同時需能予以應用。

要活用知識，則需對由資訊所獲得的訊息予以推理解讀，整理出某些

可以決定行動的結論。也即要經由思考的過程，予以期能確實掌握知

識的本質及含意，作為規劃策略的依據，而激發創新的知識，往往不

是單一的問題，或應用單一領域的觀點所能完成，往往需要綜合性的

考量，以追求綜合效果。所謂整體性的思考，這種思考方式在傳統上

用於哲學，與科學思考不盡相同。通常需要經過訓練及反覆的練習方

能運用自如。所謂批判性的思維，並非一新的概念，但因其具有應用

知識經濟的優點，乃於 1990年代，逐漸發展出一套理論與方法，脫

離哲學的範圍，成為日常生活思考的一種方法。以分析及解決各種問

題，其優點在思考的方法非常嚴謹，因此所得的結論往往比較正確。

再者，因其思考的方式，乃對傳統想法採取批判的懷疑為出發點，因

此所得結論也更具創意。而正確分析及創意的想法，正是知識之所以

是競爭力元素的本質。瞭解及學習批判性的思維，成為知識經濟時代

知識份子應該具備的核心能力，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環境。在先進國家

高等教育體系中，如何訓練學生思考是重要的項目，而批判性思維也

成為相當普遍的教材及教育方法。 

 

二. 批判性思維的緣起： 

理性主義是西洋哲學中非常重要的概念，認為唯有理性的思考方

能排除感情、觀感等所產生的干擾而追求真實。笛卡爾是西方理性主

義的代表性人物，並稱為現代哲學之父，又因其用數學的方法來思考

哲學問題，並發展出結合了幾何與代數解析幾何，用平面直角座標將

平面幾何量化而可應用代數的方法來運算，也為微積分定下基礎。因

其對物理、生物、數學等各方面的貢獻而被稱為現代科學之父。笛卡

爾的思考方式，不僅影響了哲學，也帶入了科學界，使得科學思考更



為嚴謹。 

笛卡爾的思考方式，強調懷疑的態度，甚至認為自身觀感所得到

的經驗也應被懷疑。認為唯有理性的思考才能獲得最真實無誤的知識，

事實上他認為唯一真實的是他懷疑，因此他思考，他是思考的存在者。

因此他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也認為人類會因為思考，因此除身

體這個物質性的實體外，尚有心靈的實體，而稱之為二元論，其中心

靈的實體為哲學的主要議題；而物質的部分則成為科學探索的主題。 

懷疑及批判的思維方式，雖由哲學開始，但因而發展的思考推理

的方法，則是科學論證的重要元素。由懷疑而以批判態度追求真理的

思考方式，是科學不斷創新的發現重要推手之一。 

知識經濟的興起，導致追求綜合性知識成為必要的條件之一，資

訊的全球化更導致對資訊的篩選過濾及批判，成為思考過程中必要的

條件。批判性的思維，在諸多西方學者的整理後，成為訓練學生思考

的重要工具，養成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及習慣被視為廿一世紀高等教育

中重要的元素，教師們要求對其教授課目的特性，設計教材、教法、

訓練學生應用批判性思維來開發及解答問題。 

 

三. 批判性思維的定義及特性： 

批判性思維，可有各種定義，但其基本特性是反思性的思考，以

期形成有效的判斷。各種定義中，理查保羅（Richard Paul）的定義

最通俗“批判性思維是你在思考的時候，考慮自己的想法，以使自己

思考的更好”。 

整理批判性思考的相關文獻，或可整理出批判性思維的某些特性，

以期與其他思考方式有所區別。 

1. 人類無時無刻不再思考，並作判斷，而採取行動，從決定起

床這件事，到決定就寢，每一行動的背後都有接受資訊，作

出判斷並採取行動等思考的過程，但往往是潛意識下運作，

並習以為常。批判性的思維希望將這些過程，用理性的方式

予以釐清，以避免所作的判斷失真。 



2. 批判性的思維是問題導向的，因此在思考的過程中，反覆的

提醒自己目前思考的核心問題是什麼，而不讓他偏離。換句

話說，思考過程是聚焦的，因此所作的判斷及結論，必須針

對核心問題，而不是導向另一個方向。同時所思考的問題應

是真實的問題，而不是假想的問題。在此前題下，批判性思

維往往從檢視問題的本質著手，將問題予以澄清及精煉。 

3. 批判性思維是有標竿的，用各種標竿來檢視所思考的方式是

否是批判性思維，對思維時常用的方式如概念、假設、含意、

資訊等等，皆用各種標竿來檢視，以期運用了不確實或不清

晰的基礎，而導出不正確的推論及結論。 

4. 批判性思維是理性的，基本上避免感情、觀感甚致以往的經

驗影響到推理的內涵。有人甚致認為批判性思維不近人情。

唯批判性思維也可基於感情的因素作出判斷，但其條件是理

性得很清楚是在決策時含有感情的成分，但將此因素，理性

的考慮後才作的決定。理性的特質在對行為法則不僅需知道

“該怎麼做”，同時要掌握“為什麼該這麼做”的原因。 

 

四. 批判性思維的功能： 

    批判性思維的功能在訓練自己成為一更好的思考者，因此是自我

成長的一種方式，而其所以稱為批判性思維，是其思考的方式是不斷

的提出問題，以探討問題的本質，即使對習以為常的事，仍嘗試提出

問題來檢視自己的判斷所導出的行動是否是理性的決定，透過方法的

學習與反覆的練習來提升思考的品質，一般來說，訓練思考能力會經

歷這六個階段： 

1. 魯莽的思考者：根本沒有體會到思考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階段無法分析及評估自己思考的品質，也不瞭解思考的

過程，因此往往做出非理性的決策而造成錯誤。 

2. 初具挑戰意識的思考者：在此階段，會體會到思考時常常會

出現的問題，並進而發現生活中的問題，往往是思考中的問



題所引起的，但同時體會到改變思考的習慣，相當困難。 

3. 入門級的思考者：當瞭解劣質思考的嚴重性而決定改變思考

的方式時，乃是入門級的思考者。在此階段，開始認識到如

何處理思考工作的結構，並開始體會到對自己的思想進行思

考，所帶來的價值，最重要的是開始學習對自己的思考用各

種標竿來檢視。 

4. 鍛鍊中的思考者：進行日常的練習以增進思考的能力，不斷

探索適合自己的練習方法並願意嘗試相關的失敗。為了維持

練習的動能及學習的效果，將思考訓練與工作需要做某種結

合是可參考的方式之一，結合同好一起激盪，甚致訂定遊戲

計畫，是較為有效的。 

5. 高階的思考者：在實踐中提高了思考的品質，也因此往往能

更正確的掌握關鍵的因素而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及看法，因而

能使自己的生活及工作更為順暢，在這個階段，批判性的思

維對個人已有明顯的回饋，對一未有經驗過的問題可很容易

的掌握關鍵重點並提出解決的方式。 

6. 大師級的思考者：嫻熟的、深刻的思考本領已成為第二天性

之一，隨時隨地皆能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推斷結論並採取最合

適的行動。孔子所謂“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大概就是這個境

界，然並非所有人都能達到此一階段，先天的悟性及後天的

練習，兩者缺一不可。 

批判性的思維，對科技人員而言，尤為重要。科技的發展，一方

面需要各領域的基本知識及研究方法，但同時需對前人的結論及推理

提出批判以期超越，尤其是知識經濟時代，新的產業利基，往往來自

用不同的假設、資訊、問題等元素所推論出來，如僅能依照前人的方

式來思考，則往往僅能在效率上有所改進，而不能創新，新的產品或

營運模式。這也為什麼批判性思維在 20世紀末期，可成為教育上受

到重視的原因。知識經濟的競爭力，將來自思考的能力。 

 



五. 批判性思維的方法論： 

    人類之有別於其他生物，乃因人類可用思考的方式來探索自然界

的各種現象，並推論出自然的法則，也因此人類被認為是唯一具有

“心靈”的生物。此種思考能力在各種古文明中皆有類似的痕跡。但

動物並非完全沒有思考的能力，但其方式往往基於經驗的累積，而缺

乏對本質的探討，人類思考的特色之一是理性。理性思考的代表之一

是數學的應用，用數學推論的結果可解釋自然界各種現象的本質。 

    東方文化用一根八尺長的桿子及勾股定律，推演出完整的時空體

系及其變化的法則，決定方法的相對關係及曆法。西方文化更開創出

各種數學的概念來運算，推演各種問題。在各種文化中，訓練思考的

能力是教育上重要的元素，東方文化將“棋”列為六藝之首，來強調

推理訓練的重要，西方教育則強調數學在成長中的重要性，代數、幾

何、解析幾何、微積分無一不是訓練思考的工具及方法。我國的教育

制度也將數學列為主科之一，但因偏重考試的解題能力，而往往忽略

了如何將數學訓練所啟發的思考方法，應用在日常生活，解決實際的

問題，例如：平面幾何所規範的思考邏輯，已知（假設）、求證、證

明，學生解題通常不會將“求證”無關的定律列舉出來，因這些資訊

與解題無關，但在日常生活上的問題，有多少人整理“已知”的資訊，

檢討必要的“假設”明確的定義，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透過

這些檢討再決定解決問題的策略及步驟，而這些基本動作，正是從事

科研工作者的必備能力，初中的幾何訓練應該為邏輯性思考奠定基礎，

事實上重新溫習一下幾何對學習批判性思維有明顯的幫助。 

    批判性思維的方法論，由兩個主要的構面所構成：思考過程中的

“元素”及檢視思考內容的“標竿”。在實際應用上，各元素的考慮

程序，並無一定的規範，也不是每一種問題都需要將所有的元素納入

在標竿，是用於檢視運用元素，將是否有完整的考慮，也不是每一個

元素皆需用所有的標竿來檢視。而哪種問題需用哪些元素的流程設計，

同時哪些標竿是關鍵的因素，則需經由練習方能運用自如，而不是學

習了方法就能上手，此乃批判性思維所以不能普及的原因。就像不是



人人都能成為優秀的鋼琴家或網球選手一樣。但對批判性思維有所瞭

解，則不僅有助於自己思考上的成長，並且對溝通互動的表達及接受

有所助益，對對方的意見交流較能有深入的體會，而做出更正確的反

應。 

 

六. 思考的元素： 

    思維是一個過程，泛指用思想來處理事情，因此不論你是用謹慎

的態度及過程中做的批判，或草草的得到結論都是思維。實際上，我

們所有的行為都能經由選擇來做決定，從早晨決定是否要起床開始，

到何時關燈，都是一連串的選擇，如何經過思考作較正確的選擇，則

成為我們人生成敗的重要關鍵原因之一，是以往的選擇通常限制了以

後選擇的可能性。有些事根本沒有第二次選擇的機會，批判性思維的

功能之一，是提供一套方法，以期可做出較為正確的選擇。在這套方

法中，主要由兩個概念所形成：（1）解析思考推理的元素，瞭解各個

元素影響選擇的機制；（2）設計一套標竿，以期在思考時檢視所用到

的元素是否符合批判性思維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