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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也知道做个慎思明辨的人挺好的，会问很多恰到好处的问题也挺不错，可我就是不知道该问哪些
问题，不知道怎么个问法。
”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切实有效的提出一些关键问题（critical question），希望我们能提供较为详尽的指
导，鉴于此，我们专门写了这本书来满足大家的需求，目前这本书已经是第十次修订了。
只有公众都能批判性地思考问题，民主制度实行起来才会更加顺利。
只有经过关键问题的层层考验后形成的决定和看法，才让我们觉得更加理直气壮。
从开始写作时起，本书就一直处在改进和提高当中，我们不断汲取来自我们的学生以及使用本书的广
大教师的意见和建议。
一方面我们为本书的大获成功和来自许多国家许多读者的积极反馈而感觉无比振奋，另一方面我们又
觉得任重而道远，觉得我们还需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来教导公众“提出恰当的问题”。
新的意见和建议一多，哪些需要牢牢把握，哪些可以不予考虑，取舍也就变得越来越难。
每天都有人想尽一切办法要说服我们，对我们死缠烂打，其中很多人都喜欢钻牛角走极端，他们的论
说诉诸情感的部分多，诉诸理智的部分少。
记不清在多少次的公开讨论中，我们遭遇到普遍的极度无视证据、语言草率、错把声高当有理的情况
。
满足于似是而非，或者说对真相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我们一心追求的是希望修订本既能保持《提问的艺术》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同时又能适当调整内容以
适应我们新的思考重点和读者不断发展的新需求。
例如，我们首先最想做的就是保留本书简明扼要、清楚易懂以及篇幅短小的特色。
经验告诉我们，这本小书出色的完成了它的既定目标—传授批判性的进行提问的技能。
40多年传授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的经验也让我们确信，尽管学生能力有差异、术业有专攻，只要我们
用简单易懂的方法传授他们批判性思维的技能，他们很快就能成功将其应用于各种实践。
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中，他们的信心逐步增强，在重大社会问题和个人问题方面做出理性抉择的能力也
与日俱增，哪怕面对从前极少经历过的重大问题他们也一样可以应付自如。
因此，本书可以实现其一贯秉持的、而其他书籍无法实现的一系列目标。
它培养学生一整套提问的技能，使其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这些技能的训练都是在轻松自然的讨论中展开的。
（我们的读者对象是普通大众，而不是什么专业人士。
）本书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小小一方教室，延伸到形形色色的生活实践之
中。
和批判性思维息息相关的种种习惯和态度可灵活运用到消费、医疗、法律及一般伦理和个人的抉择当
中。
当外科医生说有必要做手术时，本书所倡导的寻找关键问题的答案这一步骤就可能变成生死攸关的大
问题。
此外，坚持练习这些批判性思维的问题也可以巩固我们不断增长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现世界
万物运行的方式，更好的理解这些方式，教会我们怎样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谁会觉得《提问的艺术》这本书特别有用呢？
因为我们的教学经验里涵盖了各种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学生，我们很难想象出这本书对哪一门专业或课
程派不上用场。
事实上，本书前九版曾被广泛应用于法律、英语、制药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
和各种门类的社科课程，同时还被普遍应用于无数的中学课堂里。
本书在以下几个领域当中的应用可以说是特别合适。
普通教育学课程的老师第一堂课就可以布置学生阅读这本书。
这样当学生刨根问底地想要知道他们能从这门课当中学到什么的时候，本书就能全部回答他们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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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上训练学生说明文的写作能力时也可以利用本书，不仅在写作前可用来参考客观评价不同论证
的格式，同时还可以不断提醒作者写作中应当注意避免的种种问题。
有些课程专门用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阅读和思考的技能，本书自然可以成为课堂上的讨论重点。
虽然《提问的艺术》这本书主要是从我们的课堂教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但它的目标在于指导每个人
的阅读和聆听的习惯。
它旨在培养的种种技能，任何一个带着问题去读书的人都应该拿来当成理性决断的基石。
本书所反复强调的关键问题可以提高每个人的推理分析能力，不论其受过的正规教育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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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如果在你的家乡投资建一座核电厂，你会支持还是反对？
　　· 如果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要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安全检查，你会高兴还是愤怒？
　　· 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做了父母明令禁止的事，你会告诉父母还是隐瞒不说？
　　· 无数专家都说股市要跌、房价要涨，或者激烈地唱着反调，你相信谁？
质疑谁？
结论是唯一的吗？
　　· 所有这些问题背后，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你的理由是什么？
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吗？
　　在一个被泛滥信息包围的时代，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各种问题，大到涉及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小到
个人生活的决策。
面对别人兜售的观点——他们热衷于让你相信这是“事实”，你明明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可一时又很
难找到突破口反驳，你是不加思索懒惰地全盘接收信息？
还是提出关键问题，让众说纷纭的争论立见分晓，让道貌岸然的说谎者原形毕露吗？
　　面对立场和你完全相左的意见，你是只愿听价值观取向和自己相似的观点，党同而伐异？
还是能够控制感情冲动，做出理性的判断？
　　面对提问和质疑，你有能力组织更多确凿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吗？
还是只把声高当有理？
一遇到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就认为是没事找茬，有意和自己过不去，甚至为此恼火：他为什么横竖
不肯接受我的观点？
　　过于感情投入，最大危险就是可能没法识别谬误和操纵。
将难回答的问题直接枪毙掉比仔细思考后再回答要容易得多，而且这样做一定让你显得一言九鼎霸气
外露，但也在无形中关闭了通往批判性思维的大门。
　　不草率、不盲从，不为感性和无事实根据的传闻所左右，尽力理解那些价值观和我们背道而驰的
分析推理方式，克服偏见对判断的影响，这样才有可能得出更为正确、理性的结论。
　　我们需要靠自己去问为什么！
擦亮双眼看清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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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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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3 第1章学会提出好问题001 引言：一切从批判性思维开始001 激发你的批判性思维002 两种思维方
式：海绵式思维和淘金式思维004 淘金式思维举例：美国该禁枪吗006 争议的正确答案莫非只是神
话008 最好先问一问“关我什么事”010 弱势批判性思维和强势批判性思维010 亲自动手才更有乐趣012 
也许我们根本就问错了问题013 价值观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互动014 理智思考和感情用事018 让对话一直
进行下去020 一厢情愿是批判性思维的最大劲敌024 第2章论题和结论是什么027 “是什么”问题和“应
不应该”问题028 他到底在说什么啊030 他想让我相信什么结论032 找到结论有线索可循033 轮到你自己
写时，可得吸取教训036 第3章理由是什么042 他为什么相信这个观点045 找到理由有提示词048 理由是
模具，结论据此成形051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052 第4章哪些词语意思不明确059 让人捉摸不
透的多义词060 找准关键词062 检查有没有歧义064 判定歧义065 看看上下文，这才是它的真实含义068 
字典里的定义不一定适合文章里的情境069 小心那些饱含感情色彩的词语，它会让你的思维短路072 谁
想要说服你，谁就得负责解释清楚075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076 第5章什么是价值观假设和
描述性假设084 到哪儿去找假设087 找出幕后遥控的价值观假设088 两种价值观冲突时宁要哪个089 典型
的价值观冲突091 对方的背景可以作为价值观假设的一个线索092 可能发生的结果是价值观假设的重要
线索092 如果争论的人采取相反的立场，他们会关心什么094 一个例子：关于竞争与合作的争论095 价
值观及其相对性097 找出没说出来的描述性假设098 找到描述性假设的一些线索101 避免浪费时间分析
无意义的假设104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104 第6章推理过程中有没有谬误109 不用死记硬背各
种谬误的名称也能找到推理中的谬误112 有可能假设是明显错误的113 推理理由谬误百出116 警惕分散
注意力的干扰124 愚弄人的循环论证126 推理错误小汇总128 扩展你关于谬误的知识129 轮到你自己写时
，可得吸取教训130 第7章证据的效力如何：直觉、个人经历、典型案例、当事人证词和专家意见134 
我为什么要相信它135 事实断言可靠吗138 证据从哪儿来139 直觉作为证据可靠吗141 个人经历作为证据
可靠吗142 典型案例作为证据可靠吗143 当事人证词作为证据可靠吗145 专家意见作为证据可靠吗147 引
用套引用的问题151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152 第8章证据的效力如何：个人观察，研究报告
和类比158 个人观察作为证据可靠吗158 研究报告作为证据可靠吗159 研究结果能采用吗161 样本能够代
表整体吗167 调查和问卷的回答真实吗169 一个例子：对取消终身教职的批判性评价172 类比作为证据
可靠吗174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181 第9章有没有替代的原因187 有果必有因188 可能的原因
不止一个189 找到更多的替代原因192 唯一的原因，还是原因之一192 组间差异的替代原因194 相关不能
证明因果关系196 “在这之后”不等于“因为这个”198 很多事件并不只有一种解释200 哪个原因更合
理201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202 第10章数据有没有欺骗性207 不知来历的和带有偏见的数
据209 令人困惑的平均值210 把一个结论改头换面包装成另一个结论213 省略数据也是欺骗215 表述方式
不同效果更加动人217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219 第11章有什么重要信息被省略了224 接受说
服之前，先打个问号225 不完整的推理在所难免226 识别省略信息的线索228 考虑是否有负面效果231 面
对信息缺失的现实233 轮到你自己写时，可得吸取教训233 第12章能得出哪些合理的结论238 各种假设
和多个结论239 二分式思维方法：妨碍我们考虑多种可能性240 两面还是多面241 寻找多个结论243 某个
条件下才合理的结论244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可能结论245 让思维更加灵活246 不是所有的结论都生来
平等247 更多可能的结论，更多可能的自由选择248 最后的话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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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两种思维方式：海绵式思维和淘金式思维 有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因为类似于海绵放
到水中的反应——充分吸收水分，而被称为海绵式思维。
这种流行的海绵式思维有以下两个显著优点。
 第一，吸收外部世界的信息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千头万绪，而你获取的知识将会为以后
进一步展开复杂的思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相对而言，这种思维方式是被动的，它并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地去冥思苦想，因此来得轻松而又
快捷，尤其当你看到的材料本身已是井井有条又生动有趣时，这种思维方式更显成效。
要想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被动吸收外部世界的信息确实为你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但海绵式
思维却有个极严重、极致命的缺点：对各种纷至沓来的信息和观点如何做出取舍，它提供不了任何方
法。
如果读者始终依赖海绵式思维方式，他就会对自己最新读到的一切深信不疑。
 我们认为，你一定愿意自己掌握主动权，选择该相信什么忽略什么。
而要做出决定和取舍，你就得带着一定的态度去读书，即带着问题去读书。
这种思维方式需要你积极主动地参与进来。
作者在向你细说原委，而你则随时准备与之辩驳，虽然作者本人根本就不在场。
 我们把这种互动方式称为淘金式思维。
淘金的过程为积极主动的读者和听众提供了一种可效仿的模式，他们得尽快决定自己的所见所闻到底
价值几何。
在一场互动的对话中披沙拣金，需要你不断地提问并思考问题的答案。
 海绵式思维强调单纯的知识获取结果，而淘金式思维则重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知识展开积极互动
。
就此而言，两种思维方式其实可以互补。
要想在知识的河流里淘出智慧的金子，你的淘金盘里首先得有点东西供你掂量才行。
此外，要评判论争分辨是非，我们还真得有点知识，也就是有点儿可以信赖的见解才行。
 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检视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导致怎样不同的行为。
采取海绵式思维的读者通常怎样读书呢？
他逐字逐句地细读，竭尽所能地记住所读材料。
他可能在关键词和重点句子底下画上线，或用彩笔做标记；他可能做笔记来概括主题和要点；他不时
复习书本上的画线部分或重温笔记，确保自己没有遗忘任何重要的知识点。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作者的观点并充分加以理解。
他记住作者说理论证的全部过程，但不对其做任何评价。
 采取淘金式思维的读者又会怎么做呢？
像采用海绵式思维的读者一样，他也希望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取新知识，但两者间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
。
淘金式思维要求读者问自己一系列既定的问题，旨在找出最佳判断或最合理的看法。
 采用淘金式思维的读者常常质疑作者为何要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
他在书本的页边写批注，提醒自己注意作者推理和论述中存在的问题。
他无时无刻不在和自己的阅读材料互动，目的是批判性地评价所读的材料，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得出
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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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地提出问题、思索问题。
——哈佛大学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
，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
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成为各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课程设计围绕的核心。
——《天赋教育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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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会提问(原书第10版)》编辑推荐：批判性思维领域“圣经”之作！
权威大师30年畅销不衰的经典！
史上最有内涵的思维训练书！
亚马逊思维科学领域no.1！
俞敏洪高度推荐美国大学生人手一本！
备考SAT、GMAT、雅思必备！
老师不会教给你的批判性思维打开心智，提早具备未来创新人才的核心竞争力！
拒绝被“标准答案”束缚一辈子，拒绝沦为别人思想的木偶！
绝不想当然地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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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本《学会提问》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批判性思维读物，很出色地完成了传授批判性提问的技能这一目
标，既简洁又全面，实践指导性强，会对同学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想要去国外留学深造的同学，应该学习批判性思维，学会用批判性眼光去看待、评价问题，理性思考
，扩展你的思维和眼界，丰富你的内心世界！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经济的竞争最终是创新的竞争，创新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创新源于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美国“神童”教育（天赋教育）的“童子功”入门第一招
是“培养批判性的阅读能力”，第二招是培养“批判性的聆听能力”。
在小学阶段还是作为一种行为习惯来培养，到了大学阶段就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了。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因而成为各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课程设计围绕的核心。
——天赋教育在美国【改变你的发问方式】一次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如果你不改变问问题的方式，你永远都不会成功。
”——德鲁克提问题比回答问题更启发人的智慧。
 //@张欣: 我们的学生不爱提问，但为什么微博却这么火？
而且我看微博上有大批大批的学生。
不是我们的学生不想说话，是我们的学生不敢在人前说话。
——潘石屹【以苏格拉底为师】最好的导师不是告知答案，而是向人提问。
——乔布斯我管理公司是靠“发问”，不是靠“回答”。
问答会启动对话，对话会刺激创新。
如果你想要一个创新文化，那就多发问。
——谷歌CEO施密特如何培养批判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我的回答：1）多问"how"；不要只学知识，要知道如何实践应用；2）多问"why"；突破死背的知识，
理解“为什么是这样”之后才认为学会了，3）多问“why not"；试着去反驳任何一个想法，无论你真
正如何认为，4）多和别人交流讨论，理解不同的思维和观点。
——李开复【奥巴马总统的开学演讲】你们需要通过理科课程的学习，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
治疗癌症和艾滋病，开发新能源技术，和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你们需要从文科学习中培养洞察力和批判性思维，消灭贫困、愚昧、犯罪和歧视现象。
——奥巴马2011年某学院毕业典礼上吴敬琏先生以“毕业以后”为题发表演讲。
他说，学会批判性分析性的思维方法，坚守实事求是，是促使他不断探索经济学的真理的两个根本动
因。
他希望同学坚持真理而非教条，努力思考而非盲从，在现实世界中保持理想，不断进步。
——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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