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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我与《权衡》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时我在加拿大麦克马斯

特大学读博士。这一年暑假，我作为co-instructor（联合讲授）与戴

维·希契柯克教授共同为即将开始的冬季学期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做准

备。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我们挑选的是《权衡》英文版的第一版。后

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费小琳主任联系我，希望我能将其翻译成中

文。这个中译本于2014年9月出版。2018—2019年，我受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邀请，在北京连续主讲了两届全国批判性思维与基础教育探究式

学习研修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一起探讨如何在各学科教学中融入

批判性思维。在这个研修班上，我们采用的教材就是《权衡》的中译

本。

在翻译《权衡》第一版的时候，我就感慨这本书的框架非常新颖，

只是它所选择的案例均为来自加拿大社会的热点话题，而其中某些在中

国读者中可能难以引起共鸣。当时我就希望能有一本借鉴《权衡》这本

书的框架与方法，同时又能采用中国社会的案例、做到“中国化”的教

材。现在，经过两位作者和人大出版社同仁的努力，这个面向中国读者

的版本终于要问世了，我由衷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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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的教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学。教授批判性思维不仅是

在传授某种知识，也是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好的批判性思维教科书

（或课程）应旨在：（A）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B）教给学生进行

批判性思考的方法和工具；（C）有助于批判性思维的迁移。

《权衡》中提出的探究方法正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它围绕

六个指导性问题展开：

（1）这个问题是什么？

（2）这个问题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断言和判断？

（3）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立场，其相关的理由和论证是什么？

（4）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

（5）各个论证的效力有多强？

（6）我们如何比较性地评价各种理由和论证，以得出一个有充

分理由支持的判断？

大多数批判性思维教材的着力点主要集中在步骤（5），即对单个

论证的分析和评估。这种方法试图教给学生各种批判性思考的工具（阶

段B），但是并没有花太多精力在激发学生的思考（阶段A）和促进能

力的迁移（阶段C）上。《权衡》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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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思考的兴趣

教授批判性思维是要锻炼学生以某种方式思考。那么，一个先决条

件就是让他们的头脑转动起来。好的批判性思维教材（和课程）应该具

有“thought-provoking character”，即激发思考的特性。但是，很

多批判性思维教材过于强调符号逻辑、谬误分析或对脱离语境的单个论

证的评价。符号是远离学生的经验的，脱离语境的单个论证也是如此。

有时候，即使采用了真实的案例（例如取材于当地报纸的文章），案例

也通常没有得到充分描述，学生所知道的只是教材中呈现的孤立的片

段，老师却要求学生分析评估这些论证。这种教学方式缺乏对思考的激

发，因为案例脱离学生的生活，他们看不到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杜威在《儿童与课程》 一书中指出，教学中有三种典型的弊病，

是由教学内容“脱离”学生经验而导致的：（1）与学生所知、所感、

所爱的东西缺乏有机联系，这使得教学内容沦为纯粹形式化和符号化的

东西；（2）学生缺乏学习这些内容的动力；（3）只给学生原始材料的

删减版或“简读”版，使其丧失了激发思考的特性。

《权衡》用探究方法来避免杜威提出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经验相脱钩

的问题。

探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问题意识以及强调理解问题背景的重要

性。学生时代的学习，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在学习，而是信息的暂时获

取。获取信息的外在目的——考试一旦消失，这些信息也就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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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生没有能把信息的获取转化成学习？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

因为缺乏问题意识。

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引领知识建构的引擎。信息需要通过一个心理

化的过程，形成一个结构而为我们所掌握。没有问题，一堆散乱的信息

就缺乏贯穿其中的主线。探究方法起始于问题，正是要扭转这种局面，

用问题引擎为知识的构建提供动力。

问题提出来之后，探究途径要求从三个方面对问题的背景进行调

查：问题的现状，争论的历史，以及相关的思想、社会、政治和历史背

景。这迫使探究者去深入挖掘，从语境中建构出这个问题对“我”的意

义。由此，教学内容才不是纯粹形式化和符号化的，而是与“我”相关

的。越是深入探讨某个问题，就越能看到其中的联系和相关性，思维也

就越能够被激发出来。《权衡》的风格不是蜻蜓点水地不断变换讨论的

案例，而是鞭辟入里，力求彻底研究一个问题（例如，第八至十章专门

讨论关于死刑的废留问题）。依据我的经验，这一步骤对于弥合学生和

案例之间的鸿沟非常重要。当学生感知到案例与自身的相关性从而参与

进来，我们就朝避免杜威所说的脱钩问题迈出了一大步。

一个视野更广阔的批判性思维概念

接下来，让我们审视一下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批判性思维概念。

正如非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之一布莱尔教授（Blair，2006）所说，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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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逻辑导论课或非形式逻辑课与批判性思维课混为一谈 。然而，如果

我们对批判性思维的理解是“为相信什么或做什么而进行的理性的反省

思维”，那么，“很明显，无论是形式化的还是非形式化的论证逻辑，

都无法涵盖进行批判性思维所需的标准、程序和策略”。

从上面列出的探究的六个步骤中我们可以看出，《权衡》的探究方

法并不局限于论证分析和评估，而是拓宽到任何能够根据标准进行判断

的领域。比如，我们能够对电影（第二章）或艺术品（第十四章）进行

批判性思考，而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感性”的话题，是被大多数批判性

思维教科书排除在外的。

《权衡》在批判性思维概念上的拓展也反映在其辩证层面。根据这

种方法，探究者不仅要有支持己方观点的证据，而且要有意识地去搜集

和解释他不一定同意的论据和观点。本书的书名“权衡”正是这一点睛

之笔：权衡各方证据和论点后得出判断。第九章关于死刑问题的“正反

双方论证表格”，就是对此的精彩呈现。可不要小看了这种表格，它是

突破我们思维误区的有效工具。我们常常听到“尽可能客观无偏见地考

虑问题”这样的要求，可是这种口号在实际操作中是无效的，人们仍然

会坚持既有的信念。这被称为“信念固着”。根据戴维·迈尔斯《社会

心理学》 里介绍的研究，“要求从对方的角度进行解释”是唯一一个

可以纠正我们的“信念固着”的有效手段。

更难得的是，《权衡》并没有回避最困难的部分：就一个复杂的现

实问题做出基于充分理由的判断。“辩证”不等于和稀泥，也不是简单

地“一分为二看问题”，而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因素的前提下、基于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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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做出可以得到理性辩护的判断。

新版的改进

本书最大的变化是案例的重新整合。其中的案例要么是全新的，要

么是增添了大量来自中国社会的素材。在选择案例的时候，我与两位作

者进行了长达八个月的素材搜索过程，案例也是几易其稿。我还记得在

为第十一章搜集案例的时候，先后考虑过化工厂污染、转基因食

品、“996”工作制等多个话题，都被一一否决，因为两位作者希望这

个案例的呈现场景是委员会式的正式机构，而不满足于一般的网络讨论

或者家庭讨论。这可难倒了我，因为这种委员会在我们的社会还是挺稀

缺的。经过反复斟酌，最后将这一章的案例敲定为广场舞噪声污染，以

小区业委会讨论的形式出现，才算是通过。

本书作者之一白琳教授在剧本写作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她同时也是

一位研究创造性思维的专家。本来是坐而论道的理论话题，经过她的匠

心独运，成为构思精巧的苏格拉底式对话。她在构思对话的过程中展现

出的对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运用，让我大为叹服。我相信你在阅读本书中

的对话时，一定能看到自己以及周围人的影子，也一定会惊讶这居然是

出自一位只会说“你好”“谢谢”两句中文的加拿大教授之手！

花这么大功夫搜集案例和编写对话，也是本书为解决迁移难题所做

的努力。所谓“迁移难题”，就是怎样让学生把在课堂上学到的技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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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作者们深深明白，思维的培养从来不是一个理

论问题，而是要融入日常交流的点滴之中，正如书中的角色在对话中所

例示的那样。通过日复一日的优游涵泳，使批判性思维成为学习者的第

二天性。

如何使用本书

本书的第一至十一章可谓核心部分。如果是一门专门的批判性思维

课程，建议能够覆盖所有这些章节。第十二至十五章的内容是探究方法

在各个学科的应用，可以视时间允许而有选择性地讲解。

如果你是某个具体学科的教师，那么可以借鉴第十二至十五章与你

的学科内容最接近的部分，了解探究方法在具体学科中的应用。然后依

据具体情况，将第一至十一章的各个知识点的细节穿插到学科教学中

去。

如果你是对批判性思维感兴趣的自学者，那么可以随着你的兴趣、

困扰你的疑惑去阅读。正如前文所述，当我们为着自己而不是某个外在

目的而读书的时候，问题应该是我们最好的引领。

无论是以何种身份、何种目的阅读本书，关键在于能够把握住探究

的精髓，秉持面对复杂问题的全局性视角，始于问题，按照探究的步骤

深入，将各类思维工具和概念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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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培养学生（或者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不仅

仅是了解一些思维工具或术语，那么《权衡》中所展示的探究方法就值

得尝试。对有志于推进批判性思维的教师来说，本书是一本值得采用的

教材；对希望了解批判性思维的读者来说，本书不会辜负你的时间。

仲海霞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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