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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选择》

内容概要

“当你80岁回忆往昔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静静对内心述说着你的人生故事，其中最为充实、最有意
义的那段讲述，就是你曾经作出的一个个选择。”
——亚马逊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贝索斯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编辑推荐】
你是否也被如下问题困扰：
如何支配时间和手头的钱？
要追求并保有与谁的关系？
到哪所高校读书？
读研还是就业？
如何入对行？
是否结婚？
是否要小孩？
在哪个城市定居？
以怎样的方式使用现有技术革新？
应聘时什么样的答复让面试官满意？
⋯⋯
生活中，为何有的人总能选对专业、找对工作、遇到灵魂伴侣，总能在人生的关键点上作出最佳抉择
？时间不能倒流，我们一旦选择，就必须承担其带来的后果。本书将引导你使用批判性思维规则作出
明智且令人满意的选择，使你在得到心灵宁静的同时意志坚定起来。
【内容简介】
本书英文原版已是第六版，经过多年修订，其书稿逻辑严谨、内容丰富。书中系统讲解了成为一名批
判性思维者应具备哪些思维方式及相应的训练方法，力图引导读者面对生活中的大小选择，用批判性
思维权衡各种因素，作出最优的选择。同时从多角度帮助读者分析影响个人观点的因素，为读者提供
了对个人写作、演讲的观点进行有力论证的方法。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读物及各专业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基础教材，还可作
为护理课程、员工培训、企业管理等课程的指定教材或者辅助读物。
【本书特色】
书中设立了“思维训练”“你来决定”“停下来想一想”“小技巧”“小提示”“生活中的应用：关
于大学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建议”等板块，每章还有相关新闻报道、有趣的研究及生活实例的分析，以
及与本章内容相关的经典电影推荐，并提示读者从哪些方面进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让你边看电影边
做思维体操。
书中板块的内容如何，让我们先来一睹为快吧。
“停下来想一想”：理论艰深不要紧，找对方向，联系生活实际理解是关键。
例如：P34 当你听到“应该”或者“应当”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很可能别人在向你表达一个关于价值
的问题。
“小技巧”：批判性思维的技能如何用，告诉你一个个易懂易记的小技巧。
例如：P385 把符合道义的情感诉求作为影响和激励听众的一种手段。

“小提示”：看不懂，想不明白，不是你不聪明，是思维的“雷区太多”。
例如：P120 调查人员获得的答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问什么问题以及如何问⋯⋯
“生活中的应用：关于大学生生活和职业生涯的建议”：
例如： P261 有一些面试过程中常见的问题，如“为什么你想到这里来工作？”“给我们谈谈你的情况
。”“你最大的优势和不足分别是什么？”（当问到不足时，不要使用诸如“我是完美主义者”或者
“我不会对额外工作说不”之类的说法显示自己的长处。大部分提问者都知道这些恰当的回答。与之
不同，你要谈谈自己已经克服掉的一个小缺点，这样可以在不损害自己可信性的基础上应对对方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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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选择》

作者简介

Sherry Diestler长期从事批判思维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其才华得到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教育出版集团——
培生教育出版集团Pearson Education Group的认可，该书目前已是第6版，作者在本版中强化了实用的
风格，将批判思维与生活运用融会贯通，邀请了大量专家、学者和读者对书稿的内容进行审读和提出
修改意见，力图引领读者在其实际生活的决策中运用批判性思维明智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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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选择》

精彩短评

1、没事儿读点书，做下思维体操，远离被坑蒙拐骗。好好选，努力干，人生巅峰就在前方了。
2、选择困难户的福音=。=
3、每次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我就开始头疼，开始深刻意识到选择太多也好为难。有种被别人胡乱
引导的不痛快，又痛恨自己不能爽快做出选择。这书名看起来就不错，当初就是被书名吸引的，读完
以后，果然很有收获。
4、小时候，以为好好学习，勤奋+努力就会有美好的未来。现在才知道，这想法是多么天真啊。那些
关键时刻的选择往往才决定着我们的人生。这本书书名首先打动了我。看完以后发现，原来做出相对
正确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可以学习的能力。虽然书里面的例子国情有些不同，但还是受益颇
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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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摆脱凭直觉的选择——评《学会选择：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芭蕉上人/文人生即选择。怎么能轻
易地把人生最关键的选择用“凭直觉”来搪塞过去呢？很遗憾，包括笔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常常如此，
部分缘于懒惰，部分缘于不得法。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书的副标题“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更为准
确。因为这才是真正你所要掌握的实质，而且如果你完全掌握了“批判性思维”这个武器，不仅仅可
以学会选择，这里“实践”的范围可以广阔的多。我把全书分成了四个部分，总论（第1章）、预设
：两种假定（第2、3章）、推理与论证（第4、5、6章）、表达（第7、8、9、10章）。从体例来看，
就是标准的大学教科书：每一章前都有本章学习目标，中途还会出现小技巧、小提示、停下来想一想
、思维训练，每章最后还有生活中的应用、本章小结、讨论下列文章、分析并讨论下面的电影。但是
从正文的行文来看，完全没有说教的意味，完全是高级普及读物的面目。其中，最使我有感触的是介
绍了两种假定的第二部分。首先，作者介绍了第一种假定“价值假定”。对于每一个问题，总有一些
最为值得考虑的价值，价值假定即个体就此持有的观点。也就是说，在面对选择之前，你首先要了解
自己，要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必须从多种价值中选择最佳的价值，并把它置于其他价值之上。作
者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价值占优”。如果价值数量比较多，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价值取向，把每一个
价值都赋予不同的权重分数，然后然后选择总分最高的那个选择。比如每年毕业季就有很多大学生面
临未来职业规划选择。很多的人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最后谁要我就去那里。其实这里就可以用到这
个方法。比如，首先先找出各种价值（以下只是做简单示范，并不完备）：1.此选择的要求与自己的
能力、知识契合程度2.自身对此选择是否排斥3.此选择在短期内的经济效益4.实践此选择的劳动强度5.
此选择未来长期的发展性6.此选择对今后社会地位的影响7.此选择家人、朋友支持情况（包括心理上，
甚至实际上能有所帮助，如有男女朋友也应考虑在内）对于你看中的每一项，根据你看重的程度都给
予一定的分数。最后把考研、考公务员、进国企、进民企、进外企等选择所有总分做一个比较，找到
最高分，就是你现在最优化的选择了。相比之下，第二种假定“实在假定”可能更加不为人所知，因
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仅仅给出关于实在假定的暗示，甚至连为各种结论论证的人常常也察觉不到这
些假定的存在。书中就举了一个威廉姆斯教授的例子。他在2002年的时候认为高中生不建议去申
请SAT（相当于中国的高考）成绩要求高出自己成绩200分的学校。其论据是这些学生可能不会成功完
成学业。在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很想当然的结论中，其实就隐藏着一个实在假定：SAT成绩能准确预测
学生是否能经受得住大学的学习挑战。2005年，SAT的确立者在其测试中增加了书写这项内容。其后
，他们研究发现，这项新增的内容的分数更好地预测了大一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的研究结果对于之
前那位威廉姆斯教授的打击可以说是“釜底抽薪”式。由此可见我们在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时候，需要
非常小心这样“不证自明”的前提假设，否则一旦这些假设错误，整个结论就会随之崩塌。这里再举
一个我自己平时积累下来的一个例子。说的是，一批医疗专家对大量人群跟踪调查之后，惊奇地发现
“喝瓶装饮用水的人寿命比几乎不喝瓶装饮用水的人长5年左右”。那么结论就是“瓶装饮用水更有
利于健康”吗？显然，这样结论是非常荒唐的。因为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默认“所有人在影响寿命的
其他因素上完全一致”这一个实在假定之上。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很多人不喝瓶装饮用水仅仅是因为
没有钱，所以不喝瓶装饮用水的人群平均经济状况要比后者喝瓶装饮用水的人要低，连带地就造成了
其生活质量和受医疗条件也比差，而这些都会强烈地影响到一个人的寿命。在任何的选择之前，先要
有意识地利用两种假定，为下一阶段论证自己的选择构建可靠性的“护城河”。
2、每次与闺蜜约会，在吃什么和在哪儿吃的问题上纠结很长时间，我们一直认为彼此都是选择困难
症患者。关于选择困难，我们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在面对两样都很喜欢的物件时，如果我有足够的
钱，我会两样全部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又后悔：哎呀，其实只一样就够啊⋯⋯如果我的钱只够我买一
样，我干脆一样都不买，然后心心念念地惦记着，勤勤恳恳地攒钞票，再把两样都买回来。闺蜜的方
式更简单明了些，看手机时间分钟的单双数，单数选A，双数选B，可没过两天就又会跟我抱怨：如果
选那个当初没选的就好了⋯⋯她认为我是“搞批发的”，我觉得她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机控”，我们
都对彼此的选择方式嗤之以鼻。正因如此，两位“患者”面对同一事物的选择时就无从判断了。读了
《学会选择：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我才发现我和闺蜜都有病，不是选择困难症，而是：懒——懒
得去思考！做出正确选择其实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如果能形成批判性思维，就会很轻松地做出
正确的判断。根据书中所述方法，我进行了如下实践训练。做出清醒选择的第一步，是知道自己的原
则和标准——以选择**韩式烤肉（A餐厅）和**日式料理（B餐厅）为例，可将我们的原则和标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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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要素列出，如：食物的美味程度、餐厅的卫生状况、环境特点、饮食健康（餐品新鲜度、食物的
营养搭配）、人均消费、服务水平、待餐时间（包括需提前几小时预订、保留几小时、用餐高峰时等
待多长时间）及其他（打折力度、可否团购、赠送餐卷、小礼物等），设置这些评价要素的权重，然
后分别给A餐厅和B餐厅打分，最后根据总分即权重与得分之积做最终的决定。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
时间和过程，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也不例外。要想成为了一个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判断并选择的批判性
思维者也不是一朝一夕一招一式就能一蹴而就的。《学会选择：批判性思维实践手册》一书中有大量
的思维训练及专业的提示、技巧，每一章节后都有相应的思考练习，按照手册学习如何正确地思考，
跟随训练提高思维水平，只要愿意“停下来想一想”就不会面对选项无从抉择。生活中有很多类似于
如何选择的问题，比如对一篇文章的观点看法、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判断、在某一论题中的立场等都
需要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缜密思考，深思熟虑才能未雨绸缪。所以，对于我和闺蜜这样所谓的“选择困
难症”患者，学习正确地思考、清醒地选择才不会盲目地决定之后又后悔。看书治病，这个可以有。
3、翻开书，首先前言部分对书做了简单的介绍。第一印象是，这本事应该是适合学生看的，能够做
大学专业课的基础课教材，事实也确实是如此。文章从价值与伦理、实在假定、统计数据、研究与类
推、推理错误、语言、媒体暗示、公正、演讲等方面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开展批判性思维。从总体来看
，以概括性的章节内容总述起，联系上一章节内容引出本章需要论证的信息，逻辑性强，能让读者更
好的接受下述内容。文章最出彩的地方应该就是对于所有的概念都尽可能的用了生动形象的实例来解
释了，并且这些例子都是离年轻人的生活很近的，不会让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事吧，更能引
起大家的共鸣。一本针对学生的实践书，不管你的结构有多么严谨，如果最开始的概念都没有办法吸
引学生去理解，其他的再好也么用了。作为一本念想学生的基础课材料，不可或缺的就是练习了。但
练习的前提是你要能吃透概念。书中的“停下来想一想”、“小技巧”、“小提示”板块就开始发挥
它的作用了。它会帮助学生吸收。作业部分也秉承了一贯的宗旨，努力联系实际，让学生通过生活中
的事情做深入思考，并且用学生会感兴趣的实例来让学生们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些事例，我相信即
使课程结束了，他们也会愿意在课后做进一步讨论的。文章总体上来说，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不
知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生们更理性的做出分析，尽可能的做出最好的。但若是以为看完本书从此就不用
再愁选择那就错了，生活是变换的，每一天都与昨天不同，我们能做的是接受更多的信息为自己的选
择提供可能，实践才是真理。
4、生活在这个充满选择的社会之中，学会选择是一项重要的技能，而现在很多人有选择困难症，这
本实践类书籍无疑是一剂良药啊~这是一本实践类书籍，并不像一般图书那样枯燥无味，书中有清晰
的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和技巧，用实例解释所有的概念。这些例子会涉及到个人，社会政治生活等方方
面面，运用图表、图片、卡通片等解释重要概念，各章都有难度各异的练习题可以帮助读者解决选择
性问题，每章结尾处还会给出一些电影用以阐释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增加趣味性，使得读者读起来十
分有趣，不会单板枯燥到难以继续阅读，这个也是我所推荐的亮点之一。与其他图书十分不同。书中
的文章和评论都比较现实，它们表达了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观和伦理思考。其中的大量例子文章都以
多元文化的视角给出，许多练习和作业都会鼓励理解他人视角，鼓励开阔视野，能方便灵活的进行学
习训练，全面正确的进行学习。这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值得推荐之处。书中作者写道：“本书旨在
实现学科交叉，促进批判性思维、哲学、形式逻辑、修辞学、语言、演讲、新闻学、人类学及社会科
学领域的学习。本书可作为本科、专科各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
课教材，还可作为护理课程、员工培训、企业管理等课程的制定教材或辅助读物。有一些重要技能，
它们可以使得各个学科领域的学习者成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本书将以一种清晰、易懂的方式呈现
并讲授这些技能。”
5、这是一本教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无数选择时，利用批判性思维，从而准确无误的找到最佳选
择的书。 《论语·公冶长》有云：三思而后行，《孙子兵法》说到：谋定而后动。在我看来，这里的
“三思”，“谋定”，就是古人明明白白的告诉世人，做选择时，不要依靠感性，不能轻率，简单，
孤立的去看待选择，而是用科学，合理，严谨，全面的思维，经过权衡各种因素，来做出最佳的选择
，利用这种思维的人就可以称为批判性思维者。 那么，怎样才能保证每次做出的选择都是最佳的选择
，此书的主要内容就在于此。作者洋洋洒洒的用48万字，细致，认真的阐述了什么是批判性思维，以
及如何把批判性思维用于实践当中，让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就能利用到现实生活中，并从中受益。 翻
开此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它和其它讲批判性思维的书不同在于，满篇并不是只有干巴巴的知
识，枯燥的结论，书中几乎每页都有很多类似“小技巧”“停下来想一想”这种温馨的板块，来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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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理解了作者所说的内容，以及如何把知识转化为技能，从而促使你去思考，去理解。而且在
每章的末尾，都附有大量的书面或口头完成的练习，可以供你去检查知识的掌握情况。难能可贵的是
书中提供了大量的例子和文章，以多元文化的视角给出，可以让我们从中理解他人的视角，鼓励我们
去开阔视野。 我们都知道一个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理解，掌握批判性思维，并
不难，但要把它转化为技能，养成日常良好的思维习惯却不容易，这需要我们艰苦努力的锻炼，方能
达到。我相信每一个愿意提高自己决策水平，愿意为更好的自己做出努力的人通过阅读这本批判性思
维实践手册都能获得这个写作，思维，沟通，应变，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 
6、原本书已经是第六版，有大量练习，现在翻译过来的书将练习部分做成了电子版，看书中的内容
更连贯。国外人写东西有个特点，好举例，把高深的东西往简单明白的方向写，是一本很好的思维训
练书。不过任何思维训练，总要的还是学以致用，贵在坚持。
7、“学会选择”多么有诱惑力的名字。生活中充满了选择，也正是这纷繁多样的选择经常让我们迷
茫，甚至痛苦。相信选择困难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小到衣食住行，大到选择人生。我也
是个重症“选择困难”患者。每每遇到选择时，总是各种纠结：迷茫——自己该如何选择；犹豫——
这个不错，另一个也挺好；担忧——如果选错了怎么办？会不会后悔？当然这也是最初我选择这本书
的原因。若是能治愈我这重症岂不快哉！翻开书的第一感觉是这书和自己期望的不太一样。原本自己
以为会是一本介绍如何选择的“科普类”书，结果却是一本讲解批判性思维的教材。再回头看看书的
英文名“Becoming a Critical Thinker”，原来如此。本书的翻译很睿智，书名译为“学会选择”的确更
接地气，更易于接受。书中有好多专业名词：价值假定，价值占优，理想价值，实在价值等等。对于
我这样一个批判性思维的门外汉而言一时有点迎接不暇。不过还好，书中的解释很到位，并且伴有大
量的实例，这就是外国教材的优点，更注重的是深入浅出。书中第一章即给出了论证的结构：论题，
结论以及支持其结论的论据。选择就是个论证的过程，知道其构成才有可能做出清晰的判断，才能使
我们的选择更有效更正确。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就是论据。论据是否充分，是否
真正支持其结论，是否与话题有关这些都关系到我们所提出的论证正确与否。换个角度想想这也是我
们做出正确选择的依据。问题来了，如何区分论据的性质？怎么判断论据是否充分，是否支持结论以
及是否与话题有关？这才是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幸运的是在这本书中均有详细的阐述，并附有案例加
以解释说明。书中指出论证（或者说是选择的过程）是依托于价值观（书中称之为价值假定）的。价
值是我们持有的一些信念和行为准则，它因人而异。因此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人给出的论证（或者说
是选择）可能不同。那谁对谁错呢？我们如何能给出正确的论证呢？答案就是寻找出正确的价值假定
。这里我想谈一谈自己的感受。我和我爱人结婚有一年多了，从两个家庭出来的孩子如今要一起经营
自己的小“安乐窝”，面对生活中柴米油盐及人情来往，难免两个人的意见会有所冲突，一遇到这种
情况我们就各持己见争论不休，都认为对方的想法太荒谬了，认为自己的观点简直就是无可厚非，事
后大家都感觉争吵不好，可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看了本书中提及的这个“价值假定”的概念，真
是幡然醒悟。我们一直奉为真理一样守护的个人价值观其实只是一个“假定”，如果我们都坚持自己
的假定是正确的，那冲突自然就难免了。换而言之，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那是不是我们也就知
道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了呢（其实书中随后还讲述了“伦理”的概念，以及如何做出符合伦理的选择）
。其实不仅是夫妻间，同事、同学以及朋友间的争论是不是也同样适用啊，嘿嘿。真是感谢《学会选
择》。言归正传，本书旨在培养人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人善于发现并质疑价值假定，包括质
疑自己一贯持有的价值假定。由价值假定引出了伦理这一概念，符合伦理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选择。
关于如何检测自己的原则是否符合伦理标准，书中也有明确阐述。作者还分析了我们在论证过程中会
犯的一些错误以及避免方法。在书的最后几章作者讲述了如何用批判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各种媒体的暗
示，如何用批判的思维方式使我们的思考更明晰、更公正。该书逻辑性强，理论与案例配合，深入浅
出。但是这毕竟是一本教材，只能为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指引方向，不要妄想看完书就可以治愈“选
择困难”重症。还是要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理论的学习原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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