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
習
重
點

1�
認
識
哲
學
普
及
文
章
的
寫

作
特
色
。

2�
學
習
逐
步
分
析
事
理
並
輔

以
佐
證
說
明
的
論
述
方
式
。

3�
培
養
獨
立
思
考
的
能
力
與

探
究
真
相
的
精
神
。

第
十
課

從﹁
感
覺
﹂到﹁
事
實
﹂的
差
距

冀
劍
制



 

本
文
選
自
青
春
超
哲
學
，
為
一
篇
哲
學
普
及
散
文
。
作
者
運
用
一
連
串
事
例
，
點
出
人
們
常
有
誤
將
﹁
感

覺
﹂
視
為
﹁
事
實
﹂
的
情
況
，
並
期
勉
讀
者
養
成
反
思
的
習
慣
，
避
免
因
認
知
偏
差
造
成
的
不
良
後
果
。

文
章
由
生
活
常
見
的
事
例
切
入
，
並
從
多
種
角
度
進
行
分
析
與
比
較
，
引
導
讀
者
學
習
推
論
現
象
背
後
的

成
因
與
後
續
影
響
，
充
分
展
現
哲
學
不
斷
探
求
真
理
的
思
考
模
式
，
並
提
醒
人
們
要
正
視
自
己
的
無
知
，
培
養

理
性
思
辨
的
態
度
。
全
文
取
材
生
活
時
事
，
以
平
易
的
文
字
說
明
思
考
的
謬
誤
，
舉
例
精
當
，
思
路
清
晰
，
是

一
篇
建
立
邏
輯
思
考
能
力
的
入
門
之
作
。

題
解

　冀劍制作品青春超哲學

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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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

劍
制
，
臺
灣
大
學
哲
學
系
、
中
正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畢
業
，
美
國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水
牛
城
分
校
哲
學
博
士
，
現
為
華
梵
大
學
哲
學
系
教
授
。

冀
劍
制
立
志
推
廣
哲
學
，
善
於
透
過
生
活
化
的
事
例
及
淺
白
的
解
說
，
打
破
一

般
大
眾
對
哲
學
晦
奧
高
深
的
想
像
。
他
取
材
日
本
知
名
動
漫
航
海
王
，
分
析
角
色
言

行
所
展
現
的
哲
學
理
念
，
並
以
此
開
授
課
程
，
強
調
鍛
鍊
勇
氣
、
追
求
夢
想
的
實
踐

哲
學
，
得
到
廣
大
迴
響
。
他
的
著
作
多
次
入
選
文
化
部
﹁
中
小
學
生
優
良
課
外
讀

物
﹂，
也
曾
入
選
遠
見
天
下
30
雜
誌
﹁
30
前
必
讀
十
大
好
書
﹂。
著
有
邏
輯
謬
誤
鑑
識

班
、
海
賊
王
的
哲
學
課
、
是
思
考
，
還
是
想
太
多
、
青
春
超
哲
學
等
。

作
者冀

劍
制

籍
貫
　
屏
東
縣

生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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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從
﹁
感
覺
﹂
到
﹁
事
實
﹂
的
差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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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
以
為
然
　
不
認
為
是
正

確
的
，
指
不
贊
同
。

課
文
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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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定
正
確
的
卻
未
必
正
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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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
駁
　
提
出
反
對
的
理
由

辯
駁
。

3
同
溫
層
效
應
　
即
回
聲
室

效
應(E

cho cham
ber)

，
指

在
相
對
封
閉
的
環
境
中
，
看

法
相
近
的
意
見
不
斷
出
現
，

使
身
處
其
中
的
人
相
信
該

意
見
為
多
數
人
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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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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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4
井
蛙
之
見
　
井
底
之
蛙
的

見
解
，
比
喻
識
見
狹
隘 ��

。
典

出
莊
子
秋
水
。

5
鼓
吹
　
提
倡
、
宣
揚
。

6
異
端
　
不
同
於
傳
統
道
德

的
思
想
。

7
私
心
　
以
個
人
利
益
為
優

先
的
念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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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覺
這
樣
，
事
實
卻
不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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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益
普
索
莫
里
　
位
於
英
國

的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
所
做
調

查
多
著
眼
於
受
調
國
家
的

人
民
對
公
共
事
務
的
態
度
。

9
穆
斯
林
　
阿
拉
伯
語
的
音

譯
，
原
意
為
信
仰
者
、
實
現

和
平
者
，
後
泛
指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的
教
徒
。

10

思
考
偏
誤

　

(C
ognitive 

bias)

心
理
學
術
語
，
指
依
據

主
觀
感
受
作
判
斷
，
導
致
判

斷
失
誤
或
判
斷
的
根
據
與

實
情
不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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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研
究
也
有
偏
差
的
可
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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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隨
機
抽
樣
　
隨
機
從
整
體

中
抽
取
部
分
作
為
樣
本
，
是

一
種
推
論
統
計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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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偏
誤
製
造
假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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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哲學家思考：無知之知

　　哲學自蘇格拉底以來就非常強調「無知之知」：知道自

己針對某些事物處於無知狀態的知識。具備此種知識，就不

會過度自信而導致不良後果。例如，當我們要做一個重大決

定時，要知道一定存在有尚未想到的不良後果，儘可能先找

出所有可能的壞處，防範未然，就容易走向好的結局。

　　而當我們遇到很大的困難時，常常覺得根本無法解決，

但事實上，只是自己能力或是知識不足才會有這種情形，打

開無知之知的智慧雙眼，就可以發現一定有巧妙解決的方

法，只是自己尚未發現。只要有這種認知，就容易努力去尋

求解答，也就比較可能真的找到解決之道。

　　 最難獲得的無知之知屬於反思能力。知道自己

不知道如何反思的人，會努力學習。但是，

要知道自己缺乏反思力，需要相當程度的反

思力。所以，反思能力越差的人，就越不知

道自己反思能力不足。而這些人往往充滿信

心在網路上或在生活中高談闊論，與人爭

論，甚至隨意批評，而且很難溝通。這也

是社會上非常麻煩的問題來源之一。

蘇格拉底引導主張者不斷把
自己的想法講得更清楚、更
深入，再繼續追問與思索，
藉此發現更深刻的問題。此
思考方法對於後世哲學發展
有重大貢獻，也應用在心理
諮商時，協助被諮商者找到
問題根源。

身分／古希臘哲學家
頭銜／西方哲學奠基者，與
　　　柏拉圖、亞里斯多德
　　　並稱「希臘三哲」　
辯證法／蘇格拉底詰問法：
　　　   透過一問一答的方
            式探求真理

蘇格拉底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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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旨
在
說
明
思
考
偏
誤
造
成
的
後
果
，
期
許
讀
者
能
謹
慎
看
待
每
一
個
想
法
，
經
常
反
思
。

文
章
從
師
生
對
話
起
筆
，
引
發
讀
者
好
奇
：
人
為
何
要
﹁
經
常
反
思
﹂。
接
著
﹁
認
定
正
確
的
卻
未
必
正

確
﹂
一
節
，
提
出
造
成
思
考
偏
誤
的
原
因
。
作
者
點
出
人
們
習
以
為
常
的
事
情
，
未
必
就
是
正
確
的
，
思
考
常

在
同
溫
層
效
應
、
偏
見
、
私
心
等
因
素
影
響
下
，
導
致
視
野
受
限
而
產
生
偏
誤
，
為
了
跳
脫
此
情
況
，
人
們
便

需
要
多
方
接
觸
不
同
的
意
見
。

﹁
感
覺
這
樣
，
事
實
卻
不
然
﹂、﹁
科
學
研
究
也
有
偏
差
的
可
能
性
﹂
二
節
，
舉
出
事
例
及
研
究
結
果
佐
證

上
一
節
提
出
的
論
點
。
作
者
先
引
用
穆
斯
林
占
總
人
口
的
比
例
、
快
樂
人
口
所
占
比
例
的
市
調
研
究
結
果
，
說

明
人
的
﹁
感
覺
﹂
易
受
新
聞
媒
體
、
社
群
媒
體
的
片
面
資
訊
影
響
，
而
得
到
與
﹁
事
實
﹂
不
同
的
判
斷
結
果
；

接
著
說
明
上
述
研
究
結
果
即
使
是
以
科
學
方
法
得
出
，
讀
者
也
不
應
直
接
將
科
學
結
論
視
為
﹁
正
確
﹂，
仍
要

反
思
其
研
究
方
法
是
否
存
有
瑕
疵
，
才
不
會
又
犯
了
思
考
偏
誤
。

﹁
思
考
偏
誤
製
造
假
資
訊
﹂
一
節
，
整
理
思
考
偏
誤
的
類
型
，
並
再
次
闡
明
擺
脫
思
考
偏
誤
的
方
法
便
是

﹁
經
常
反
思
﹂，
回
扣
文
章
開
頭
的
立
論
，
達
到
首
尾
呼
應
的
效
果
。
文
後
則
補
充
解
釋
哲
學
的
專
有
名
詞
﹁
無

知
之
知
﹂，
引
導
讀
者
輕
叩
哲
學
的
大
門
。

全
文
以
理
性
客
觀
的
角
度
、
深
入
淺
出
的
寫
作
手
法
，
帶
領
讀
者
逐
步
釐
清
思
考
偏
誤
的
起
因
，
並
提
出

避
免
犯
此
錯
誤
的
方
法
，
彰
顯
哲
學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無
窮
妙
用
。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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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作
者
在
文
中
舉
出
哪
些
造
成
思
考
偏
誤
的
原
因
？
請
依
你
的
個
人
經
驗
或
見
聞
，
為
這
些
原
因
舉
例
說
明
。

二
、
作
者
在
文
中
不
斷
強
調
反
思
，
你
認
為
反
思
能
帶
來
什
麼
好
處
？
除
了
好
處
之
外
，
是
否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三
、
下
列
連
環
漫
畫
，
若
依
本
課
文
本
的
觀
點
判
斷
，
對
話
中
有
多
處
﹁
思
考
偏
誤
﹂
的
問
題
，
請
擇
一
指
出
並
說

明
問
題
所
在
。

問
題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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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知
識

︵
　
　
︶
1�
下
列
文
句
，
何
者
用
字
完
全
正
確
？

A��
不
被
既
定
框
架
限
制
，
跳
拖
固
有
思
路
，
才
能
打
造
耳
目
一
新
的
傑
作

B��
透
過
蘇
格
拉
底
詰
問
法
，
能
有
效
釐
清
自
己
的
想
法
與
鍛
鍊
思
考
邏
輯

C��
眼
前
繁
榮
進
步
的
景
象
，
是
多
位
專
家
學
者
數
年
來
奮
力
股
吹
的
成
果

D��
針
對
園
遊
會
的
販
售
商
品
，
同
學
看
法
歧
異
，
對
不
同
意
見
大
聲
反
駮

︵
　
　
︶
2�
生
活
中
時
常
會
用
到
一
些
學
術
上
的
專
業
術
語
，
請
檢
視
下
文
﹁
　
﹂
中
的
專
業
術
語
，
何
者
運
用
正
確
？

A��
知
識
分
子
應
踏
出
﹁
同
溫
層
﹂，
接
觸
不
同
的
人
群
與
聲
音
，
廣
納
各
方
的
多
元
意
見

B��
那
位
﹁
穆
斯
林
﹂
殷
勤
懇
切
地
實
踐
耶
穌
基
督
傳
世
的
教
義
與
精
神
，
信
仰
十
分
虔
誠

C��
許
多
成
就
傑
出
的
天
才
都
有
﹁
思
考
偏
誤
﹂，
與
平
凡
大
眾
相
處
時
常
顯
得
格
格
不
入

D��
中
唐
時
期
，
許
多
士
大
夫
犯
了
﹁
無
知
之
知
﹂
的
毛
病
，
大
肆
嘲
笑
拜
師
學
習
的
人
們

︵
　
　
︶
3�
下
列
文
句
中
的
成
語
運
用
，
何
者
正
確
？

A��
具
備
前
瞻
思
維
的
領
導
者
，
能
精
準
切
入
議
題
核
心
，
提
出
具
體
的
﹁
井
蛙
之
見
﹂
解
決
問
題

B��
同
學
對
老
師
提
出
的
建
議
﹁
不
以
為
然
﹂，
紛
紛
改
變
原
有
的
學
習
方
式
，
成
績
因
此
進
步
良
多

C��
若
我
們
一
味
從
社
群
媒
體
接
收
訊
息
，
不
多
方
查
證
、
思
考
，
就
犯
了
﹁
以
偏
概
全
﹂
的
錯
誤

D��
他
遇
見
曾
提
拔
自
己
的
老
長
官
，
竟
選
擇
視
若
無
睹
，
這
種
﹁
抽
絲
剝
繭
﹂
的
態
度
令
人
心
寒

測
驗
與
練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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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某
高
中
邀
請
冀
劍
制
教
授
到
校
舉
辦
一
場
演
講
，
因
此
設
計
了
如
下
圖
的

文
宣
與
推
薦
書
卡
。
請
依
你
對
他
的
認
識
，
幫
忙
檢
查
何
處
需
要
修
正
：

A��
甲��
應
改
為
﹁
從
航
海
王
看
海
洋
資
源
的
利
用
﹂
較
適
合

B��
乙��
應
改
為
﹁
深
入
淺
出
的
哲
學
饗
宴
﹂
較
適
合

C��
丙��
應
改
為
﹁
靈
犀
之
眼
、
新
野
蠻
時
代
﹂
較
適
合

D��
甲��
乙��
丙��
皆
正
確
，
不
需
要
修
正

閱
讀
理
解

︵
　
　
︶
5�
根
據
課
文
，
作
者
認
為
要
挑
戰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情
的
原
因
是
：

A��
雖
然
標
新
立
異
，
但
能
迅
速
建
立
名
聲

B��
展
現
叛
逆
精
神
，
宣
揚
自
由
的
重
要
性

C��
推
翻
陳
舊
思
想
，
才
能
促
進
人
類
進
步

D��
透
過
反
思
辯
證
，
確
認
事
情
是
否
正
確

︵
　
　
︶
6�
關
於
文
中
對
於
﹁
國
人
是
否
開
心
﹂
的
問
卷
調
查
，
何
者
說
明
正
確
？

A��
結
果
顯
示
九
成
的
人
感
到
開
心
，
是
客
觀
呈
現
國
人
心
情
的
問
卷

B��
實
際
情
況
與
問
卷
不
符
，
各
國
國
民
都
低
估
了
大
眾
開
心
的
比
例

C��
如
果
採
用
隨
機
抽
樣
的
問
卷
調
查
，
就
能
避
免
導
致
誤
差
的
因
素

D��
韓
國
人
民
普
遍
不
快
樂
，
對
國
人
快
樂
程
度
的
評
估
也
最
為
精
準

從航海王學
生活哲學

主講：冀劍制教授

推薦書單：
．是思考，還是想太多？
．邏輯謬誤鑑識班

幽深奧妙的奇幻文學
之旅！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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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下
列
關
於
﹁
同
溫
層
效
應
﹂
的
說
明
，
何
者
錯
誤
？

A��
觀
念
、
興
趣
或
想
法
相
異
的
人
，
容
易
相
互
吸
引
並
分
享
想
法
，
聚
集
﹁
同
溫
層
﹂

B��
同
溫
層
效
應
就
是
把
團
體
內
共
識
認
定
是
大
眾
的
看
法
，
接
近
於
﹁
以
偏
概
全
﹂

C��
人
若
長
久
處
在
同
溫
層
中
，
不
但
降
低
警
戒
心
，
更
可
能
喪
失
發
現
錯
誤
的
良
機

D��
多
思
考
，
多
接
觸
不
同
文
化
、
不
同
國
家
的
人
，
有
助
於
人
們
破
除
同
溫
層
效
應

︵
　
　
︶
8�
下
列
文
句
均
為
古
人
的
觀
察
與
體
悟
，
請
判
斷
何
者
最
符
合
﹁
無
知
之
知
﹂
的
態
度
？

A��
今
歲
春
雪
甚
盛
，
梅
花
為
寒
所
勒
，
與
杏
桃
相
次
開
發
，
尤
為
奇
觀

B��
士
大
夫
之
族
，
曰
師
、
曰
弟
子
云
者
，
則
群
聚
而
笑
之

C��
觀
畫
而
以
手
摸
之
，
相
傳
以
謂
色
不
隱
指
者
為
佳
畫

D��
磁
石
之
指
南
，
猶
柏
之
指
西
，
莫
可
原
其
理

︵
　
　
︶
9�
小
智
發
現
許
多
報
導
都
是
在
思
考
偏
誤
下
完
成
的
，
因
此
他
將
網
路
新
聞
的
標
題
抄
錄
下
來
，
並
指
出
其
思

考
偏
誤
為
何
。
請
你
協
助
判
斷
，
何
者
的
分
析
仍
有
錯
誤
？

A��
﹁
無
業
遊
民
隨
機
傷
人
！
全
國
治
安
亮
起
紅
燈
﹂
↓
現
成
偏
誤

B��
﹁
挑
戰
傳
統
最
有
效
，
發
揮
創
意
無
所
禁
忌
！
百
萬
訂
閱Y

ouT
uber

的
爆
紅
祕
密
﹂
↓
存
活
者
偏
誤

C��
﹁
只
要
每
週
買
一
張
彩
券
，
平
凡
公
務
員
也
能
躋
身
千
萬
富
翁
﹂
↓
現
成
偏
誤

D��
﹁
健
康
九
十
歲
靠
這
招
！
菸
酒
不
忌
，
飲
食
如
常
，
他
笑
稱
：
每
個
人
都
該
學
吐
納
功
﹂
↓
存
活
者
偏
誤

︵
　
　
︶
10�
﹁
蘇
格
拉
底
詰
問
法
﹂
是
蘇
格
拉
底
首
創
的
真
相
辯
證
法
，
透
過
一
問
一
答
來
引
導
提
問
者
反
思
，
使
真
相

愈
辯
愈
明
。
下
列
解
答
疑
問
的
對
話
，
何
者
與
﹁
蘇
格
拉
底
詰
問
法
﹂
相
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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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覺得這是不正義的行為

這是正義。我說的不正義
是指欺騙朋友

若在戰場上欺騙敵人，也是
不正義嗎？

你覺得欺騙是不正義的行
為嗎？

Aa

B��

雖然班長的品行是大家的
典範，不過他的口才不好

善於辯駁的人容易招來厭
惡。口才好有什麼用呢？

Aa

C��

如果聽到有道理的事情，
就要去做嗎？

你應該三思而後行

Aa

如果聽到有道理的事情，
就要去做嗎？

如果有道理，你應該馬上
去做

D��

老師，明天考試要考哪裡？

老師對不起，我以後會專心
上課

Aa

上課時說過了。要為自己
的行為負責

表
達
應
用

一
、
生
活
中
的
思
辨
：
本
課
課
文
舉
出
生
活
事
例
進
行
分
析
，
引
導
我
們
一
步
步
推
論
出
事
件
背
後
的
道
理
。
以
下
列
舉

數
種
生
活
事
例
，
請
判
斷
其
性
質
，
將
正
確
的
選
項
代
號
填
入
空
格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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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感
覺
還
是
事
實
？
　
參
考
選
項
：
A��
感
覺
　
B��
事
實

︵
　
　
︶
1�
搭
乘
飛
機
是
較
危
險
的
交
通
方
式

︵
　
　
︶
2�
一
○
七
年
有
一
百
二
十
八
位
大
學
生
因
機
車
事
故
身
亡

︵
　
　
︶
3�
比
起
雜
食
者
，
吃
素
的
人
更
健
康

︵
　
　
︶
4�
蔬
菜
碳
足
跡(0.7 kg/C

O
2e )

低
於
牛
肉(27 kg/C

O
2e )

二��
這
樣
思
考
，
存
在
何
種
偏
誤
？
　
參
考
選
項
：
A��
現
成
偏
誤
　
B��
存
活
者
偏
誤

︵
　
　
︶
1�
讀
書
無
用
，
不
如
學
比
爾
‧
蓋
茲
休
學
創
業

︵
　
　
︶
2�
用
過
去
的
工
作
經
驗
否
定
人
工
智
慧
的
發
展

二
、
寫
作
練
習

美
國
心
理
學
者
大
衛
‧
達
寧(D

avid D
unning)

和
賈
斯
汀
‧
克
魯
格(Justin 

K
ruger)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聯
合
發
表
﹁
人
類
的
知
識
量
與
自
信
心
﹂
研
究
，
結
果
如

下
圖
所
示
，
大
家
稱
之
為
﹁
達
寧

克
魯
格
效
應
﹂(D

unningK
ruger effect)

，
簡

稱
為
﹁
達
克
效
應
﹂(D

K
 effect)

。

一��
達
克
效
應
圖
可
區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請
依
據
各
階
段
的
變
化
完
成
以
下
表
格
。

1�
個
人
自
信
心
的
變
化
是
：

 

參
考
選
項
：
A��
降
低
　
B��
不
變
　
C��
緩
慢
增
加
　
D��
大
幅
增
加

2�
個
人
的
心
態
與
行
為
是
：

 

參
考
選
項
：
甲
、
半
瓶
水
響
叮
噹

初學者

（一） （二） （三）

知識量 專家

　達克效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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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能
正
確
判
斷
自
己
的
定
位
，
知
識
量
與
自
信
心
的
成
長
呈
正
比

丙
、
有
經
驗
的
人
，
反
而
低
估
自
己
的
能
力

丁
、
初
學
習
某
知
識
一
段
時
間
，
因
缺
乏
自
知
之
明
，
自
信
心
迅
速
膨
脹

戊
、
傻
瓜
總
認
為
自
己
很
聰
明

己
、
愈
學
習
，
愈
發
認
知
到
人
外
有
人
，
也
愈
感
己
身
多
有
不
足

甲

二
你
的
生
活
或
者
見
聞
中
，
是
否
能
見
到
達
克
效
應
的
蹤
跡
？
對
此
你
有
什
麼
想
法
？
請
寫
一
篇
短
文
闡
述
，
文
長

三
百
至
四
百
字
。

科
學
這
種
東
西
有
多
少
可
信
度
呢
？

冀
劍
制
，
臥
底
哲
學
家
的
生
活
事
件
調
查
簿
，
臺
灣
商
務
，
二
○
一
三

提
出
問
題
的
人
：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圖

奈
傑
爾
‧
沃
伯
頓
，
哲
學
的

堂
公
開
課
，
漫
遊
者
，
二
○
一
四

思
考
的
藝
術

魯
爾
夫
‧
杜
伯
里
，
商
周
，
二
○
一
二

思
辨
決
定
你
的
未
來

朱
家
安
等
，
究
竟
，
二
○
一
九

讀
閱
伸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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