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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明華

熱血  教授篇

生活無處不哲學
傅皓政點亮邏輯思考力

聽
到哲學，你腦海中浮現的

想法會是什麼？有些人

可能覺得這是一門「玄之又玄」

的學門，或者難以用三言兩語完

整表達的艱澀學問，甚至會以為

哲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大

關連性。事實上，在中國文化大

學哲學系專任副教授、同時也是

國立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兼任

副教授傅皓政眼中看來，哲學其

實是一門多元運用的學問，生活

中其實處處都蘊含著哲學理論在

其中，從你我與他人之間的人際

相處，到國與國、團體與團體間

的交流互動，都可以成為哲學的

探討議題與關注核心，面向之豐

富，可以說是「無處不哲學」。

談起為何會與哲學結下不解之

緣，擁有臺大哲學系博士學位的

傅皓政說，我們從小到大所接受

的教育，都是按照既定方式來解

題，但卻往往沒有教我們去理解

那個方式或方法。哲學則教導我

們如何設計一套自己追求的方

法，幫助我們知其然並知其所以

然。

他笑著說，剛開始研究哲學這

門學問時，也曾經面臨一團混

亂、不知怎麼理出頭緒的窘況，

但隨著學習漸入佳境，他愈發覺

得哲學這門學問真是太好玩、太

有趣了，也因此吸引他一路鑽研

下去，甚至因此成為哲學系老

師。

引導年輕學子

以謙和態度看世界

「我在課堂上常會問學生，是

否能用現在的眼光想像三百年後

的世界？」傅皓政提到，雖然你

我都是身處這世界的一份子，但

是每個人所認知的世界卻不見得

相同。他舉例，一台錄影機錄了

24小時，但每個人所看到的片段

與畫面都不一樣，就如同成語

「瞎子摸象」般，儘管大家摸到

大象的身體部位都不相同，但都

認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實的大象

擁有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現

任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專任副教授

的傅皓政，擅長以生活化舉例來說

明邏輯思考理論，拉近學生與哲學

間的關係，並設計許多創新教法，

歷年來除獲得102學年度文化大學

校教學特優教師、104學年度臺大

兼任教師教學優良教師、105學年

度臺大兼任教師教學傑出教師、

106學年度文化大學傑出通識教育

教師等多項榮譽獎項，更是文大哲

學系第一位得到教學特優教師獎的

老師，教學成果有目共睹。

個人小檔案

（張明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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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然而事實上，這世界的真

實並不是只有我們看到的那樣，

所以他常會和學生討論類似的問

題，幫助學生理解思考所造成的

困境，讓年輕學子懂得以謙和態

度，看待我們身處的環境與這個

世界。 

哲學扮演的角色

傅皓政談到，生活在世界上，

人每天都會面臨很多選擇，大部

分的人都用直覺來決定要做什麼

樣的選擇；但直覺幫我們做的選

擇，與理性思考後所做的選擇經

常是兩回事，對邏輯學家來說，

其責任與使命就是要教導大家分

辨什麼是理性的抉擇、什麼又是

不理性的選擇。

對大學教育而言，哲學在其中

所扮演的角色其實很有趣，對於

我們該怎麼活著？要怎麼才能活

得好？這部分大概只有哲學才會

進行深入的討論與探究。儘管大

家常說，如果沒有基本能力就不

能過好的生活，但並不能因此導

出有基本能力就能過好的生活的

邏輯。

對哲學家來說，人生好壞不能

只單單取決於工作表現、薪水高

低等層面，還要考量其他因素，

例如是否擁有真心誠意的好朋

友，就是很重要的考量之一。 

追求真實

是哲學最重要目的

傅皓政表示，追求真實可說是

哲學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否一定

要「眼見為憑」才叫做真實呢？

例如現代人都相信有原子、分子

的存在，儘管我們看不見它；但

如果問到是否相信世界上有神鬼

的存在，卻是有人堅信不移、有

人抱持懷疑的態度， 而哲學就

是一直要探討這樣的問題，去探

究是什麼樣的思維邏輯造就每個

人對真實的看法與標準。

就像哲學家蘇格拉底所說「人

要理解自己的無知是很困難

的」，傅皓政認為，邏輯思考很

重要的方式是理解自己的限制，

明白自己有很多能力未逮的地

方。  

但這樣的邏輯思考能力培養則

必須仰賴循序漸進的過程，才能

內化於心、體現於外。這也是為

什麼傅皓政會特別在大學教育中

開設邏輯課的原因，就是期望透

過邏輯課的教學來培養學生具有

「理解別人」的能力，理解他人

如何去思考。對傅皓政來說，這

也是一種「人際相處」能力的培

養，透過邏輯思考能力的養成，

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與釐清人與

人之間的不同之處與差異性，

進而減少人際之間的分歧與對

立。

他指出，當我們能夠理解他人

的想法，站在對方的立場設身處

地來思考時，也意味著我們開始

具備了「換位思考」的能力，也

能因此減少人際相處間不必要的

爭執與紛爭。

不只如此，為了讓學生與哲

學成為好朋友，他更分享了幾

招教學眉角來讓大家了解哲學

課其實很有趣，一點也不枯燥乏

味。

以生活化舉例艱深邏輯理

論

傅皓政以情侶間的相處與互動

為例，光是男朋友與女朋友對於

「我愛你」三個字該如何展現與

透過哲學教育，引導學生從生活中理解「思考」的重要性，進而培養
邏輯思考能力，並懂得以謙和態度看待我們身處的世界。

傅皓政的關鍵一句話：

教學創新第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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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就有不同的定義與理解，許

多男生會認為沒有必要每天把

「我愛你」掛在嘴上、作為天天

必對女朋友一再複誦的甜言蜜

語，但在女生觀點來看可能並非

如此，或許會認為要每天都對自

己講一遍，才真的是「我愛你」

的表現。

傅皓政說，其實雙方之間的觀

點並沒有誰對誰錯，箇中差異在

於彼此的思考方式不一樣，如果

男女朋友能互相理解彼此的思考

歷程與行為，就能了解兩人之間

的差異，避免因此而鬧彆扭、不

高興，而這也正是傅皓政想透過

邏輯思考等課程教給學生的「換

位思考」能力。

藉由這些生活化的舉例與循序

漸進的授課內容，傅皓政不僅將

看似艱澀難懂的哲學理論變得平

易近人，也更貼近學生的日常生

活與理解範疇，講到精采之處，

教室裡更是笑聲不斷，讓不少學

生在上過他的課後都有一種恍然

大悟的感覺，體會到原來哲學並

非高高在上的學說理論，而是真

真實實融入我們生活中的一門學

問。

要求手寫筆記，加深學習

印象

隨著智慧手機的普及化，現在

許多大學生上課往往是以「手機

拍照」取代在筆記上抄寫老師黑

板上的內容。雖然拍照很簡單，

一秒即可完成，但也因此失去了

內容組織與思考的機會。

為了強化課堂的學習印象與組

織能力，傅皓政會在課堂上發給

每位學生一張紙，讓他們進行上

課筆記，並設計題目讓學生練習

與回答，最後在每堂課結束時把

紙張收回來，藉由學生的筆記了

解他們究竟懂了多少，以此作為

自己教學上的調整參考。

第三招：

考試OPEN BOOK，培養邏

輯思考力

我們從小到大所參加的大考、

小考，往往被要求不能翻閱教科

書或筆記，但在傅皓政的課堂上

卻恰恰相反。他認為，哲學與邏

輯思考應該是融會貫通與靈活運

用的學門，不是靠著死背強記來

獲取分數，因此不僅開放學生在

考試時攜帶上課筆記來應考，更

希望藉此鼓勵學生從中培養與訓

練邏輯思考及組織能力。  

培養學生辯證與思考力

上哲學史時，傅皓政會讓學生

分組上台報告，介紹不同哲學家

的人生歷程與想法，或是透過分

組討論方式，把論證寫在黑板上

進行課堂討論。他表示，這樣做

的好處是不會只有老師在台上唱

獨腳戲，而是讓學生也能進行辯

證與思考，參與討論，為課堂激

出更多火花與對話。  

第五招：

設計「加分小卡」，鼓勵

學生踴躍發言

為了增加課堂互動、拉近年輕

學子與哲學之間的關係，傅皓政

不只以生活化舉例來解釋邏輯

與哲學，更發揮巧思發明「加

分小卡」，鼓勵學生在上課時

勇敢舉手、抒發己見，無論回

答的內容是否正確，只要每個

禮拜上課時發言一次，就能獲

得成績加分的機會，藉此激發

學生的學習動力與主動表達能

力，促進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良性

互動。

有趣的是，若有學生不好意思

在課堂上舉手發言，他也歡迎學

生下課後寫電子郵件告訴他，自

己想要在上課時回答問題，下次

上課時，傅皓政就會點名那位學

生回答。

透過這樣的創新加分設計，傅

皓政發現不僅課堂上的師生互動

變得更熱絡，一些個性較為害羞

內向的學生也因此更有勇氣舉手

回答問題。他笑著說，每次只要

看到學生舉手，他就特別高興，

因為對他來說，這正是老師最好

的教學回饋。

教學創新第五招：

教學創新第三招：

教學創新第二招：

教學創新第四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