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原大學 113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逆思維》賴皆興老師 

時    間 113 年 3 月 29 日 12：00~13:00 地     點 教學 611 

主辦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讀書會第一次聚集，首先以自我介紹開始，大家圍成一個圈一一介紹自己的名字、科系

以及瀏覽這本書後的一些想法。我覺得很慶幸的是，這個班級的大家都非常樂於分享自己對

於這本書的解讀，賴皆興老師也很會運用大家所提出的想法，再進行延伸討論。對於第一次

見面，這樣的群體氛圍真的很不錯! 

再來進入到書籍內容的討論，賴老師拋出「思考」與「想」的差別，一位物理系同學認

為「想」是大腦運作的過程，會是面對問題的第一步，接著則是在大腦中搜尋資料庫，找到

可能可用的資料，最後才進行思考。其實和老師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 

老師提出思考有三步驟，第一步是直覺式思考 : 以第一直覺的反應面對問題；接著是組

裝式思考 : 將腦中的資料庫可用的資料，組合成可能的答案；最後是全面性思考，也是真正

思考的開始，不再侷限於自己腦中的資料庫。 

一個小時很快的過去了，談話一來一往的在這段時間內不間斷，希望下次讀書會大家也

能夠保持樂於分享的態度，讓每次讀書會都輕鬆順利的進行！ 

活動現況剪影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逆思維》賴皆興老師 

時 間 113 年 5 月 3 日 12：00~13:00 地  點 教學 611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第二次的讀書會，賴老師以第一次上課所提出「什麼是思考？」作為暖身，雖然這次讀

書會參與人數少了兩位，但一個小時的時間依然不冷場，同學們不僅沒有忘記前一次交流學

習到的想法，也有利用時間閱讀指定的新進度。 

今天我們探討的是，跳脫不出「逆」思維的思考模式，同學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去呈現。

四個角色分別為傳教士、政治人物、科學家、以及檢察官。運用上次課堂所述的思考三階段，

帶入四個角色的思考模式。 

第一階段的思考，以科學家的思考模式為主，也就是大量收集尋找資料；第二階段則由

政治人物和檢察官的思考模式為主，在吸收資料後，相信自己所相信的；最後一階段，以傳

教士的思考模式為主，傳輸自己相信也認為是對的的資訊。 

賴老師很鼓勵同學表達自己的想法，也希望同學們能夠有自信的發言，不要越講越心虛！ 

活動照片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逆思維》賴皆興老師 

時 間 113 年 5 月 17 日 12：00~13:00 地   點 教學 611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第三次讀書會，老師一樣先複習了前兩次讀書會討論的內容，「何謂思考」以及在看待

事情時，會有檢察官、傳教士、政治人物、科學家四種模式，前三種模式容易阻礙思考，而

科學家模式針對進行思考則是較佳的選擇，但是我們必須要小心，雖然一開始是從科學家模

式出發，但卻在經驗豐富造成能力和信心都提升後，就不自覺的轉變成前三種模式。 

所以今天討論的內容，重點就在於如何避免掉入這些可能。 

作者通過「紙上談兵症候群」和「冒牌者症候群」來說明情況是如何發生，前者是信心

大於能力而不自知，後者是能力強過信心而不自知，但兩者的共同問題都是「阻礙思考」，

所以作者提出要「自信的謙遜」。 

但自信的謙遜內涵為何 ? 我們要如何做到 ? 賴老師拋下這個問題留給同學們思考。下

次就是這學期最後一次讀書會，老師將會統整這四次的內容，希望同學們也能獲益良多。 

活動照片 

  

  
 



中原大學 113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活動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類型 研討會 成果展示／發表 專題演講 專業諮詢 其他：讀書會 

主 題 全球永續發展讀書會 - 《逆思維》賴皆興老師 

時 間 113 年 5 月 24 日 12：00~13:00 地  點 教學 617 

參與課程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活動成效報告 

這次讀書會討論的重點在於對自我想法的質疑，不要被自己既定或偏好的想法綁住，就

是同學提到的要走出自己的思考舒適圈；但如何走出自己的思考舒適圈呢？就需要通過衝突

的方式來呈現。衝突就是一種通過否定來重新思考的過程，藉由自我衝突(自我否定)、與他

人的觀念衝突(他人的否定)，來達到思考高度和深度的提升，這個過程需要反覆不斷的實踐

和思考，在一次次的經驗累積中不斷的成熟和豐富自己的思考底蘊。 

而本書的前四章，其實就是告訴大家如何進行自我的再思考，從了解為什麼你不思考，

那些情況阻礙了你(第一、二章)？再到你應該如何去做，才能啟動自己的思考(第三、四章)？ 

最後，老師總結了這學期的讀書會，是先初步幫大家釐清一下如何進行思考，後面的章節就

需要大家自行體會和運用了，這本書帶給我們的是思考的原則，千萬不要把它當成是教條式

的操作，不然就與本書的意義相違背，變成是只記憶或閱讀而不思考了。 

第三層次的思考，才是我們可以領先他人或是出類拔萃的關鍵，也才是老師定義所謂的

真正的思考。通過時間和經驗的累積，老師期許大家都能慢慢地訓練自己的思考能力，真正

成為一個可以快樂的進行獨立思考的人。 

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