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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则、判 断 力 与 批 判 性 思 维＊

晋荣东

摘　要：逻辑地看，批判性思维主要表现为通过对日常生活、学科领域或公共空间中

的实质论证进行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来理性地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批判性

思维有规则可循，但不能还原为规则，任何类型的规则对于论证的识别、解释、分析、评估

与建构来说都是不充分的。要将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恰当应用于论证实例，除了需要关于

规则的知识、与论证实例相关的种种实质性知识等，还需要一种联结普遍与特殊 的 判 断

力。而范例学习，即对批判性思维范例的模仿，是培养判断力，进而有效进行批判性思维

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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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中，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情况：教师讲授了大量批判性思维的规则，学生也

能够准确说出它们的内容，但在需要援引规则对具体实例进行批判性考察时，他们往往不知道该如

何应用这些规则。类似情况也出现在科学教育中，库恩（Ｔｈｏｍａｓ　Ｓ．Ｋｕｈｎ）就注意到“学生们常会

说他们已通读了教科书中的一章并完全理解了它，但对解答章末的一些习题仍感吃力”①。对于这

一困难的形成原因与解决办法，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探讨。需要

指出的是，上述情况其实非常普遍，并不仅仅存在于批判性思维教育或科学教育中。
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才能通过对规则的恰当应用来富有成效地进行批判性思维。在具体展开论

述之前，有必要明确以下两点：其一，讨论批判性思维的角度不止一种。②本文主要从逻辑的角度把

批判性思维理解为通过对论证进行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来理性地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

的过程。正如戈维尔（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所言，它们“虽未构成批判性思维的全部，但已处于相当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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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并在相关教材、教学法和反思中起着核心作用”①。于是，批判性思维的规则就主要是有关

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论证的规则，而向学生讲授如何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论证就

构成了批判性思维教 育 的 主 要 内 容。②其 二，批 判 性 思 维 视 域 下 的“论 证”，主 要 指 的 是 实 质 论 证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而不是形式论证（ｆｏｒｍ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③前者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存在于日

常生活、学科领域或公共空间之中，用前提（理由）支持结论（主张）的方式来理性地说服他人接受某

个主张，而后者在一个形式语言Ｌｐ中通常表现为由合式公式组成的一个有穷序列：Ａ１……Ａｎ－１，

Ａｎ（ｎ＞１），其中Ａ１……Ａｎ－１是前提，Ａｎ是结论。

一、批判性思维有规则可循，但不能还原为规则

首先来看批判性思维与规则之间的关系。在论及人类理智活动与规则的关系时，戈维尔认为

有必要区分以下四种规则④：
（１）严格形式规则（ｓｔｒｉｃ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ｒｕｌｅｓ）。这种规则普遍成立，可以通过遵守某些纯粹印刷上的

标准而得到应用，但仅存在于形式的公理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进行操作，其实就是根据这些规

则来处理各种符号。例如，“‘－’的每次出现都必须替换为‘ｖ’”就是一条严格的形式规则。
（２）严格实质规则（ｓｔｒｉｃｔ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ｕｌｅｓ）。这种规则也是普遍成立的，但并不像严格形式规则

那样纯粹是印刷上的，如“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心脏”或者“如果ｘ是一个活着的人，那么ｘ有心脏”
就属于严格实质规则。

（３）一般规则（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此类规则在大多数时候是成立的，但有例外。如“身体虚弱的人

如果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但又暴露在流感病毒之前，就会患上流感”就是一般规则。在其他条件均相

同的情况下，人们预期身体虚弱的人暴露在流感病毒前会患上流感，但如果他此前得过这种流感，
那么即便没有接种流感疫苗，也很可能不会感染这种流感；或者纯粹是运气，他可能不会患上流感。

（４）经验法则（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ｕｍｂ）。这种类型的规则是粗略的行动指南，是在没有时间或专长来

求助其他类型规则的情况下可以遵循的办法。它们往往缺乏理论支持，通常以猜测或未经分析的

个人经验为基础。例如，“一个急于向你出示各种证明的租客不是一个好选择”就属于经验法则。
作为理智活动的一个重要类型，批判性思维也受规则的制约，存在着大量描述如何或者应该如

何对论证进行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的规则。例如，在识别一个语篇是否包含论证时，首先

应判断该语篇的目的是否是基于理由来证成某个主张为真或可接受，因为论证正是凭借这一特征

而不同于表达感情、提出疑问、说明因果、描述事态或单纯地做出断言等。其次，应根据是否包含前

提或结论的指示词来判断该语篇是否表达论证，但要注意这种指示词对于论证的识别来说既不充

分也不必要。又如，在对一个论证性语篇进行解释（包括补充省略前提或结论）以便对论证展开分

析与评估时，应遵守所谓的宽容原则，即应当避免认为论证者的推理是不可靠的，其主张是难以置

信的，除非在该语篇中存在着足以支持这样做的证据。⑤这就是说，应尽可能把论证者设想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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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Ｖａｌ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１２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ＳＩＡ（Ｗｉｎｄｓ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ｐｐ．３４９－３７６．
这一进路的教材，可参见武宏志、周建武：《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董毓：《批判性思

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尼尔·布朗、斯图尔特·基利：《学会提问》，吴礼敬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Ｍ．Ｎｅｉｌ　Ｂｒｏｗｎ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Ｋｅｅｌｅｙ，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１１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１５；Ｓｔｅｌｌａ　Ｃｏｔｔｒｅｌ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３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７．
实质论证，又被称作“真实论证”（ａｃｔｕ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ｒｅ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现实生活论证”（ｒｅａｌ－ｌｉｆ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日常论证”（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或“自然论证”（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等；而 形 式 论 证 作 为 形 式 公 理 系 统 的 产 物，也 就 是 现 代 逻 辑 通 常 所 说 的 证 明

（ｐｒｏｏｆ／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ｐ．９０－９１；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ｐ．３３７－３３８．
参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７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ａｄｓｗｏｒｔｈ，２０１４，ｐ．５５．



理性的人，尽可能对论证做出有利于支持结论的解释。再如，在分析论证时，可以根据“结论”“前

提”“论证类型”“论证结构”等术语的定义来确定在一个论证性语篇中哪个陈述是结论，哪个或哪些

陈述是前提，其中所包含的论证属于何种类型，前提和结论之间具有何种支持关系或者具有何种结

构。这些定义事实上表达了有关应该如何分析论证要素、判定论证类型、刻画论证结构的种种规

则。再如，人们总是根据某些标准对论证进行评估，如影响甚广的ＲＳＡ标准，即好论证应该满足相

关性（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充足性（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与可接受性（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三个标准：前提必须与结论相关，

前提必须为结论提供充足的支持以及前提必须是可接受的。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论证的评估标准提

供了有关应该如何进行论证评估，如何判断论证品质好坏的规则。最后，建构论证也有相应的规

则，如应确定论证所针对的议题，清晰表述对于议题的回答即主张，对主张进行论证，联系对论证的

反对意见对论证进行强化，对针对主张的反对意见进行回应等。

从内容上看，批判性思维的规则当然远非上文提及的这些规则所能范围；就类型上说，批判性

思维的规则究竟属于戈维尔所说的四种规则中的哪种或者哪几种呢？戈维尔本人并没有直接论及

这一问题，不过我以为从她关于理智活动所涉规则类型的论述中可以间接地推知其答案。既然“那
些可以区分出好结果与坏结果……的理智活动预设了某种类型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是形式的、

实质的抑或是一般的”②，那么批判性思维当然也预设了自身如何进行或者应该如何进行的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分属不同类型，有的属于严格形式规则，有的属于严格实质规则，更多地则属于允许

有例外存在的一般规则。至于经验法则，因其往往缺乏理论支持且多以猜测或未经分析的个人经

验为基础，对理智活动并不具有构成性的意义，当然也就被排除在了批判性思维的规则之外。限于

本文的主旨和篇幅，有关批判性思维规则的具体内容及其类型所属的详情，在此不再赘述。

批判性思维有规则可循，这是否意味着批判性思维可以还原为规则，人们仅仅凭借关于规则的

知识就能有效进行批判性思维呢？戈维尔对此予以了明确的否定：“提出、理解与评估论证远不是

一项机械的工作。认为所进行的事情（提出、理解与评估论证———引者注）必定可完全为形式规则

所表达，这不仅是对论证的误解，也是对构成论证的人类理智的误解。”③这段引文虽是针对形式规

则而言的，但综合戈维尔的相关论述，我认为她的上述立场也适用于理智活动的其他两类规则在批

判性思维中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说，批判性思维不能还原为规则———不论是形式的、实质的抑或是

一般的规则，仅仅依靠规则难以有效进行批判性思维，难以充分实现对论证的识别、分析、解释、评

估和建构。戈维尔主要提及了以下两点理由：

首先，批判性思维的有效进行，除了需要有关如何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论证的种种规

则，还需要包括与论证实例相关的实质性知识（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在内的更多的东西。论证

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围绕日常生活、学科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的各种具体议题而展开。要识别一个论

证，就必须首先准确理解表达论证的语言，但“对自然语言的理解预设了大量实质性的背景知识，而
不仅仅是句法知识。它还需要那种能把握无法为‘规则’所规定的异常组合之意义的能力”。而要

把作为前提（理由）与结论（主张）复合体的论证从自然话语中提取出来，就需要“语义知识、句法知

识、背景性事实知识、语境意识，以及对于各种因素如何‘逻辑地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感觉”。在运用

相关标准评估论证之前，还需要对论证进行解释、分析和归类，这又要求“实质性知识、对语境的敏

感、对语境中意义之细微差别的了解、对子论证的识别、对隐含前提或结论的补充，以及对论证和子

论证进行归类”等等。④很明显，仅仅依靠批判性思维的规则，而不诉诸包括与论证实例相关的种种

实质性知识等，批判性思维是很难得到有效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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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９１．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３１４．
参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ｐ．３１４－３２２．



其次，即便拥有关于批判性思维规则的知识，对这些规则的应用却是无规则可循的，因为“规则

不能告诉我们如何解释或者应用它们。认为它们能够告诉我们这一点将使我们陷入规则的无穷后

退（ａｎ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①。在哲学史上，康德、维特根斯坦、卡罗尔（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等人均

援引无穷后退之不可接受对“规则的应用是无规则可循的”进行过论述，戈维尔本人对他们的论述

非常熟悉并在多部论著中予以引用。②简言之，康德认为如果要为普遍规则如何应用于特殊实例设

立一条规则，那么这条新规则本身也存在着如何应用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再次设立

一条新规则……如此这般，就会导致无穷后退。③在是否应该应用一条规则或者应该如何恰当应用

一条规则的问题上，后期维特根斯坦也注意到存在着规则无穷后退的危险，而他的解决方案就是规

则必须在某个地方打住，转而诉诸风俗、生活形式或他人的训练。④在卡罗尔所设想的阿基里斯与

乌龟的对话中，乌龟要求把推理所例示的每一条推理规则都作为一个前提明确写进推理，而这一要

求最终也会导致无穷后退。⑤正是有见于无穷后退是不可接受的，戈维尔指出，我们不可能拥有关

于如何应用规则的规则，人的理智活动不可能完全为规则所刻画。相应地，批判性思维不可能还原

为规则，仅仅依靠关于识别、分析、解释、评估和建构论证的规则，不可能有效进行批判性思维。

二、批判性思维需要判断力

既然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如何应用规则的规则，那么我们从何知道该如何应用规则呢？在戈

维尔看来，“为 了 恰 当 地 使 用 规 则，我 们 需 要 康 德 称 作‘天 赋 机 智’（ｍｏｔｈｅｒ　ｗｉｔ）或‘明 智’（ｇｏｏｄ
ｓｅｎｓｅ）的判断力和技 巧”⑥。在 另 一 个 地 方，她 更 全 面 地 指 出，“论 证 分 析 与 评 估 构 成 了 一 种 技 艺

（ａｒｔ），一种要求洞见和判断力（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技艺。这种技艺可以通过实践来培养，通过传授各种

规则来强化，但它不能完全由清晰的规则———形式的或别的———来刻画”⑦。前面已经论及除了关

于规则的知识，批判性思维的有效进行还需要包括与论证实例相关的实质性知识在内的更多的东

西。鉴于本文关注的是如何恰当地应用规则，那么在批判性思维之有效进行所需要的“更多的东

西”中，判断力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因为“判断力是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的（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⑧。
从哲学史上看，康德较早地讨论过规则的应用与判断力的关系问题。他把知性、判断力和理性

视作知识的三种高级能力。就前两者而言，“如果把一般知性解释为规则的能力，那么判断力就是

把事物归摄到规则之下的能力，也就是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某个给定的规则之下”⑨。如果知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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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３２２．
详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ｐ．９２－９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
ｄｉｔｉｏｎ，ｐｐ．３４０－３４３．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５页。

参见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６节。相异于戈维尔，约翰内森（Ｋｊｅｌｌ　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ｓｅｎ）更为关注《哲学研究》的第８４－８８节，他认为其中表述了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重要观点：“一个定义或一个规则的表述

不能自己决定它将如何被应用，因为对它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制定一条新的规则以规定前一

条规则将如何被应用，是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因为这样的话，在新规则之表达方面将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同样可以按

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因此，如果我们要通过这条途径摆脱这个麻烦的话，我 们 会 无 限 地 进 展 下 去。换 句 话 说，这 是 一 条 死

路。因此，在某一阶段上，必定有一些规则应用的情况是无法用别的规则来确定的。规则之运用因此原则上是无规则的。”参

见谢尔·Ｓ．约翰内森：《遵循规则、非转译性理解和默会知识》，奎纳尔·希尔贝克、童世骏等编：《跨越边界的哲学———挪威哲

学文集》，童世骏、郁振华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８９页。

参见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ｏｉｓ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Ｍｉｎｄ，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４１６（Ｏｃｔ．，１９９５），ｐｐ．６９１－６９３．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９２．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３１３．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１２３．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３５页。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区分了两种判断力：“一般判断力是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

的能力。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于 它 们 之 下 的 那 个 判 断 力……就 是 规 定 性 的。但 如

果只有特殊是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 反 思 性 的。”康 德：《判 断 力 批 判》，邓 晓 芒 译、杨

祖陶校，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１４页。本文论及的判断力，相 当 于 康 德 所 说 的 一 般 判 断 力 或 者 规 定 性 的 判 断 力。关

于康德的判断力理论，可以参见郁振华《认识论视野中的判断力———康德判断力理论新探》，《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供了规则，那么在面对一个特殊实例时，要由判断力来决定它是否被归摄在该条规则之下。这就是

说，判断力是一种联结普遍与特殊的能力，其活动方式有二：从特殊实例到普遍规则是将前者归摄

于后者，从普遍规则到特殊实例则是将前者应用于后者。归摄与应用构成了同一个认识过程的两

个侧面。需要强调的是，归摄与应用都是没有规则可以遵循的。“普遍逻辑决不包含判断力的规

范，也不可能包含这种规范。……一旦普遍逻辑想要普遍地指出，我们应如何将某物归摄到这些规

则之下、亦即分辨某物是否从属于这些规则，那么这件事就只能再通过一条规则来进行。但这条规

则正因为它是一条规则，就再次要求判断力的一个指导”①。归摄和应用无规则可言，这一方面意

味着规则的应用必然要求规则以外的别的东西，而这别的东西就包括判断力；另一方面则表明判断

力本身不能还原为规则，或者说，判断力总是以不遵循规则的方式起作用。要言之，在康德看来，正
是联结普遍规则与特殊实例的判断力以不遵循规则的方式决定着我们如何应用规则。

戈维尔将判断力视作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的东西，认为在整个批判性思维过程中，也就是在论

证的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的各个环节上，均需要判断力的介入。例如，哪些文本或话语可

以被识别为论证？社会的和修辞的语境中哪些方面与论证的解释相关？隐喻、反讽性评论、修辞性

问题如何转译成中立的、相对清晰的命题？应当如何在对文本的清晰而宽容的考量与对文本的忠

实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着眼于结构、好的推理与清晰，在对省略论证进行重构时应该补充哪些东

西？论证属于哪种类型———演绎的、归纳的、类比的，抑或是别的类型？应该运用何种规则体系对

论证进行评估？在多大程度上情境、听众对论证评估具有相关性？等等。②而要回答这些问题或完

成这些任务以便批判性思维得到有效进行，仅仅依靠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是不够的，除了需要与论证

实例相关的种种实质性知识等，还需要判断力。
就批判性思维与判断力的关系而言，我认为有两个问题不能回避：其一，戈维尔所说的判断力

究竟指的是什么？其二，为什么需要把判断力引入批判性思维？下文结合她的相关文字略作论说。
受到布朗（Ｈａｒｏｌｄ　Ｉ．Ｂｒｏｗｎ）相关研究的影响，戈维尔认为，判断力是“一种不遵循规则（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即能评估情境、评估证据、作出合情合理之决定的能力”，它是“我们不诉诸规

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ｕｌｅｓ）却又能作出合情合理的、明智的决定时所运用的东西”③。戈维尔反

复申言判断力以不遵循规则的方式起作用，这与康德强调归摄与应用之为判断力的两种活动方式

均无规则可言，无疑是一致的。不过，如果止步于仅仅强调判断力无规则可言，那么它留给人们的

仍然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秘印象。有见于此，她进一步指出，作为人的一种能力，判断力是可以后

天培养的，是可错的；它不是机械的，而是因人而异，有好坏之分。好的判断力要求敏感、明智、务

实、有分寸感（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知道什么是重要的，等等。在需要判断力的场合中，往往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指向不同方向的信息，而一个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能够识别出哪些信息是相关的，
什么规则和原则对一个实例是有意义的，这个实例相对于规则的例外情形是什么（如果有的话），不
同的决定所可能的后果或影响是什么，等等。

至于为什么要将判断力引入批判性思维？如果接受康德对于判断力性质与功能的理解，那么

答案很自然就是规则对于批判性思维的有效进行来说是不充分的，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如何应用

批判性思维规则的规则，而判断力作为一种联结普遍与特殊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恰当地应用规

则，从而使批判性思维得以有效进行。事实上，戈维尔也正是这样认为的。让我再做一次引用：“为
了恰当地使用规则，我们需要康德称作‘天赋机智’或‘明智’的判断力和技巧。”④很明显，判断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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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３５页。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ｐ．１２３－１２５．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１２７，ｐ．１２９．亦 可 参 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Ｉ．Ｂｒｏｗ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Ｒｏｕｔｅｄｇｅ，１９８８，

ｐｐ．１３７－１７７．布朗认为合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并不仅仅表现为恰当地应 用 规 则 或 正 确 地 遵 守 规 则，无 规 则 可 言 的 判 断 力 也 是

合理性的内在要求之一。

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９２．



引入正是为了解决如何恰当应用规则的问题。
针对有人可能因判断力无规则可言而反对将其引入有规则可循的批判性思维，戈维尔对其立

场进行了澄清：“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使用规则，或者我们应该少使用规则。我不否认———清晰表

述可能的规则并设法检验其可应用性常常是有用的、适合的”。但是，“即便在那些我们的实践与某

条规则非常吻合的场合，这很明显也不是因为我们遵循了一条指导我们该如何使用第一层次规则

的元规则（ａ　ｍｅｔａ－ｒｕｌｅ）。确切地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当不再需要借助遵循规则来继续时，我们

已经变得非常熟练，拥有了稳定的表现”①。这就是说，在不存在关于如何应用规则的元规则的情

况下，我们能够以不遵循规则的方式使我们对特定论证的识别、解释、分析、评估和建构遵守相应的

规则，或者说，将这些规则恰当地应用于特定的论证实例。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

变得非常熟练，拥有了稳定的表现”，即拥有良好的、不以诉诸规则的判断力。正是有见于以敏感、
明智、务实、有分寸感等为特征的判断力能够帮助我们恰当地应用规则，戈维尔再三强调判断力是

批判性思维所不可或缺的。

三、范例、类比与判断力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有规则可循但不能还原为规则，判断力无规则可言却能决定如何恰当应用规则。
那么，在批判性思维教育中我们该如何处理规则与判断力二者的关系呢？为了有效进行批判性思

维，我们该如何培养学生的判断力呢？②

在戈维尔看来，即便承认判断力对于批判性思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教师可能仍然觉得在

教学实践中强调批判性思维对判断力的需要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他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

容易的教学方式，即仅仅向学生讲授有关识别、解释、分析、评估和建构论证的规则。为此她特别强

调，必须“直面判断力的问题———处理那些需要解释性的或评估性的判断力介入的实例，对何为判

断力进行解释和讨论，说明规则为何必然有其限度。正是这种对待判断力及其问题的方式才是诚

实的、与批判性思维的目标与价值相一致的”③。
对于展开为通过识别、解释、分析、评估和建构论证来理性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批判性思

维，规则当然是必要的，戈维尔对此并不否定。这就是说，判断力的引入并不意味着对规则的否定，
为了有效进行批判性思维，尤其是对于批判性思维的初学者来说，学习掌握各种批判性思维规则的

知识是非常必要的。赖尔（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曾经讨论过与此类似的问题。在他看来，关于规则的知识

“在教学法上是有用的，即在向那些还在学习如何行动的人所开设课程中是有用的。它们属于新手

的学习手册。……它们是蹒跚学步者的扶栏”，“逻辑规则、战术准则和技术标准对于半生不熟的受

训者来说是同样有帮助的”④。不过，判断力毕竟是一种无规则可言的能力，究竟该如何培养学生

的判断力以使批判性思维得以有效进行呢？戈维尔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与讨论这个问题，接下来

我借鉴相关的理论资源来尝试做些讨论。
历史地看，康德已经论及判断力的培养：“虽然知性能用规则来进行教导和配备，但判断力却是

一种特殊的才能，它根本不能被教导，而只能练习。因此判断力也是所谓天赋机智的特性，它的缺

乏不是任何学习所能补偿的。”他举例说，一个医生、一个法官或一个政治学家可以记住许多病理

学、法学或政治学的规则，但如果缺乏判断力，也会在应用这些规则时犯错误，即不能确定某个具体

实例是否归摄于这些规则之下。在康德看来，尽管判断力的缺乏不能像知性一样可以通过学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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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１２５，ｐ．１２８．
本节的撰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郁振华相关论述的启发，在此谨致谢忱。参见郁振 华：《范 例、规 则 和 默 会 认 识》，《华 东 师 范

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参见Ｔｒｕｄｙ　Ｇｏｖｉｅｒ，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１３５．
参见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４６（１９４５－１９４６），ｐｐ．１２－１４．



则的方式来弥补，但却可以通过练习、借助范例（ｅｘａｍｐｌｅ）来得到培养与提高。“范例乃是判断力的

学步车，它是在判断力上缺乏天赋才能的人所须臾不可缺少的”，“从范例和实际任务中使自己在这

种判断力上得到足够的校正，这也是这些范例的唯一的大用，即它们使判断力得到磨砺”①。
事实上，通过范例学习（ｌｅａｒｎ　ｂ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来培养一种不能还原为规则或根本无规则可言的技

艺或能力，这一认识并非康德所独有。波兰尼（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也曾提出过相似看法，他说“一种

难以说明细节的技艺不能通过规定（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流传下去，因为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技艺的规定。
它只能通过范例由师傅传递给徒弟”。“通过范例学习就是服从权威。你效法师傅是因为你信任他

的做事方式，哪怕你不能深入分析和说明其效能。通过对师傅的观察，直面他的范例，模仿他的各

种努力，徒弟无意识地获得了该技艺的规则，包括师傅自己都不太明确了解的规则”②。要言之，在
技艺或能力的学习中，对师傅的范例的模仿与效法是优先于对规则、规定（如果有的话）的学习和掌

握的。
如果我们认可在判断力培养中范例学习的优先性，那么进一步的追问就是范例学习是如何进

行的？或者说，范例学习的具体机制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范例推理（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或类比思维（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与能力学习或培养相关的范例推理、类比

思维并不是一个形 式 化、机 械 化 的 过 程，对 其 合 理 的 理 解 有 赖 于 维 特 根 斯 坦 所 说 的“家 族 相 似”
（ｆａｍｉｌｙ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范例与其他实例之间的家族相似，不是本质的同一或等同，而是相似性与

差异性的统一。作为一个体现范例推理或类比思维的过程，范例导向的判断力培养要求学生对不

同实例之间的同异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类比或模仿范例来解决与当前

实例相关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就会逐渐发展出一种不诉诸规则却又能将普遍规则恰当应用于特殊

实例的能力。
范例导向的能力学习或培养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维特根斯坦就认为：“我们的清

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并不是为将来给语言制定规则所作的预备性研究———仿佛它们是向充分的规则

走出的第一步，暂不考虑摩擦和空气阻力。毋宁说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比较的对象（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它们将通过相似性（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以及不相似性（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来帮助我们领会我

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④这里，那些作为“比较的对象”的“清楚简单的语言游戏”就是范例，将
其他语言游戏与这些范例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不相似性，就能逐渐形成一种领会语

言的能力。
又如在科学教育领域，针对本文一开头提及的学生声称完全了解教材却又难以解答习题的困

难，库恩认为：“学生或借助教师的帮助或独立地会发现一种方法，把他的问题看做像是一个他已遇

到过的问题。通过发现这种相似（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抓住两个或更多的不同问题间的类似（ａｎａｌｏｇｙ），
他就能用以前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把符号关联起来并使其与自然界相对应。像ｆ＝ｍａ这样的定律

概略，作为工具，它告诉学生寻找什么样的相似性（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标识看待这一情形的格式塔。由此

获得的那种将不同情形看作是彼此相似的、是ｆ＝ｍａ或其他符号概括之主题的能力，我认为是学

生解决范例性问题（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的主要收获，不管这些问题是借助纸和笔来解决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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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３５－１３６页。译文有改动，参见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ｎ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ｕｒｅ　Ｒｅａｓｏ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ｏｒ－
ｍａｎ　Ｋｅｍｐ　Ｓｍｉｔｈ，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２９，Ａ１３５．
参见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 则 民 译，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２０００年 版，第７８－８０页。译 文 有 改 动，

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ｌａｎｙｉ，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ｏｓ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６２，ｐ．５５．
关于跟能力学习或培养相关的范例推理、类比思维，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哈罗德·格立门：《默会知识与社会科学理论》，刘

立萍译，郁振华校，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五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３－１１０页；Ｋｊｅｌｌ　Ｓ．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ｏ　Ｇａｎｚｏｎ，Ｍａｒｉａ　Ｈａｍｍａｒéｎ，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ｎｎａｌｓ（ｅｄ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ａｃｉ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　Ｌｔｄ．，２００６，ｐｐ．２２９－２４２．
［奥］维特根斯坦：《哲 学 研 究》，第１３０节。译 文 有 改 动，参 见Ｌｕｄｗｉｇ　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Ｐ．Ｍ．Ｓ．Ｈａ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Ｓｃｈｕｌｔｅ，ｒｅｖｉｓｅｄ　４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９，§１３０．



在设计周到的实验室里得到解决的。”①这就是说，在解答习题的过程中，学生从已有的范例（他已

遇到过的问题）出发，把眼前要解答的问题与范例进行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进而模仿范例

（借鉴以前证明为有效的方法）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在这种比较、类比与模仿的过程中，学生就会逐

渐发展出一种能够看清不同问题之间的相似性、进而将普遍规则（ｆ＝ｍａ或其他符号概括）恰当地

应用于解答特定问题的能力。
就本文的论域来说，所谓批判性思维的范例，就是那些公认的批判性思维的成功实例，其主要

特征就是思考者凭借良好的判断力对批判性思维的规则进行了恰当的应用，对特定的论证实例给

予了充分的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决定了相信什么或做什么。我认

为，要通过培养判断力来使学生能够恰当地应用规则进而使批判性思维得以有效进行，也应该采取

范例学习的进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或者独立地把当前有待批判性考察的论证实例与批判性思

维的范例进行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而模仿范例来处理当前论证实例的相关问

题，尤其需要模仿的是如何能通过规则的恰当应用来充分识别、解释、分析、评估和建构论证，进而

理性地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在此过程中，学生就会逐渐发展出一种不诉诸规则却又能将普遍

规则恰当应用于特殊实例的判断力，从而有效地进行批判性思维。当然，通过范例学习来培养判断

力、提升其品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判断的培养不仅需要在范例与有待考察的论证实例之间

进行同异比较的反复实践，更需要在不同思考者处理相同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判断力之间的相互校

正。

四、进一步的讨论

至此，本文首先考察了批判性思维与规则的关系，强调批判性思维虽有规则可循，但不能还原

为规则，任何类型的规则对于论证的识别、解释、分析、评估与建构而言都是不充分的；然后论述了

要将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恰当应用于论证实例，除了需要关于规则的知识、与论证实例相关的种种实

质性知识等，还需要一种联结普遍与特殊的判断力，它决定着如何将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恰当地应用

于论证实例；最后提出范例学习，即对批判性思维范例的模仿，是培养判断力，进而有效进行批判性

思维的重要途径。
判断力为批判性思维所不可或缺，对戈维尔来说，这意味着判断力能够以不诉诸规则的方式帮

助我们将批判性思维的规则恰当地应用于论证实例，而在我看来，这还关乎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

的准确理解与翻 译。在 批 判 性 思 维 领 域 具 有 广 泛 影 响 的“批 判 性 思 维”定 义 源 自《德 尔 菲 报 告》
（Ｔｈｅ　Ｄｅｌｐｈｉ　Ｒｅｐｏｒｔ：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②，后者刊发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美国哲学联合会所属哲学教学委员会运用德尔

菲方法，在咨询４６位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批判性思维专家、历时两年、经过六轮磋商后所达成的专

家共识。这一共识的简化版原文如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ｎ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ｆａｉｒ－ｍｉ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ａｔ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ｏｒ　ｗｈａｔ　ｔｏ　ｄｏ．③

关于这个定义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这不纯粹是从逻辑角度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其二，根据

这一定义，批判性思维被归属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在现有关于上述专家共识的各种译文中，ｊｕｄｇｍｅｎ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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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１７０页。译文有改动，参见Ｔｈｏｍａｓ　Ｓ．Ｋｕｈ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ｖｏ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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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或被译作“判断”①，或被译作“判断过程”②。如果仔细阅读原文不难发现，“ｊｕｄｇｍｅｎｔ”是作为不

可数名词来使用的。这就是说，在上述定义中将其译作“判断”或“判断过程”并不妥当，因为表述这

两种含义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是一个可数名词。
从对“批判性思维”一词的理解看，按陈波的梳理，主要有四种含义：（１）一场教学改革运动；（２）

一种精神气质、人生态度和思维倾向；（３）一系列思考技能、方法和策略；（４）一门新的大学教育课

程。③在本文中，我赞成戈维尔的看法，把批判性思维视作理智活动的一种类型，更确切地说，主要

从逻辑角度将其视作一个借助判断力来恰当应用关于识别、解释、分析、评估和建构论证的规则以

理性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活动或过程。就此而言，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译作“判断”，恐有把批判性思

维错误理解为一种静态的认知结果之虞，而将其译作“判断过程”，则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批判性

思维之为理智活动总是展开为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
再进一步看，陈波是在解释“批判性思维”的第（３）种含义时提及了《德尔菲报告》的专家共识及

其简化版，这表明他倾向于把这个定义看作是从能力角度对“批判性思维”的定义。那么在这种意

义上，批判性思维归 属 其 中 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又 该 作 何 理 解 呢？据 上 述 定 义，批 判 性 思 维 之 为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表现为对证据、概念、方法、情境和标准进行缜密而公允的考察，其目的是决定相信什么或做

什么。作为一种理智活动，对证据、概念、方法、情境和标准进行缜密而公允的考察总是受到规则的

制约，表现为一个将相关规则恰当应用于考察证据、概念、方法、情境和标准的过程。究其实质，这

个过程是一个将普遍规则应用于特殊实例的过程，或者说，也就是一个联结普遍与特殊的判断力展

示自身的过程。而据上述定义，这个过程正是作为ｊｕｄｇｍｅｎｔ的批判性思维的具体表现，这就充分

说明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在此应该译作“判断力”，作为一种能力的批判性思维实质上就是判断力。相 应

地，上述“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就应该更为准确地译作：“批判性思维是有目的的、反思性的判断力，
它表现为通过 对 证 据、概 念、方 法、情 境 和 标 准 给 予 缜 密 而 公 允 的 考 察 来 决 定 相 信 什 么 或 做 什

么。”④

（责任编辑：轻　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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