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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不是一套制式課程，而是芬蘭所施行

的全方位教育。其中培養「表達力」的教育是站在「與全球溝通」的立

場，教導如何向不同價值觀或文化的人表明自己的想法，並同時培養

「發想力」、「邏輯思考力」和「批判思考力」，藉以提升閱讀力和溝

通力。

面對國際化趨勢，我們非得接納各式各樣的價值觀，培養能運用這

些價值觀的適應力不可。而表達自己的意思，聽取他人意見的能力，對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達到順暢的溝通也有很大的助

益。

本書若能幫助一般大眾了解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並藉此法累積

實力，筆者將深感榮幸。

T's skill教育技術研究所

早稻田學校教師力培養補習班

教務主任 諸葛正 

角色介紹

熱衷教育的愛狗人，身兼補

習班講師，以及教師進修班的老

闆。為了心愛的柴犬，每天都用

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授課。

是隻小柴犬，諸葛老師的愛

犬兼徒弟。在飼主的用心照顧下

長得活潑健壯，但是有頑皮、貪

吃的小毛病。為了提高閱讀力而

投入諸葛老師的門下。

諸
葛
老
師

柴
太
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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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

芬蘭普遍施行的教育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每三年一次，以各國的十五歲學生

為對象施行的PISA（基本能力評量），是針對科學能力、數學能力和閱

讀能力等三大類進行評量。根據二○○六年的測驗，芬蘭在這三大類分

別得到第一名、第二名、第二名。在閱讀力方面，也在二○○○年、二

○○三年、二○○六年三次評量中獲得兩次第一名，一次第二名，表現

相當突出。

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就是這種芬蘭教育的統稱。如果請教芬蘭

人：「你們聽過『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這個名稱嗎？」他們一定會

反問：「那是什麼？」這種教育法在芬蘭就是如此普遍，並不是什麼特

別的課程。

有些優點值得引進

第二次PISA的結果在二○○四年公布時，日本教育界開始對芬蘭

的教育產生很大的興趣。據說也有些教育機構積極引用其中的課程。

可是我個人覺得，只是因為芬蘭的成績不錯，就以為這是提升日本

學力的最佳方法，而將芬蘭的教育全盤移植過來的作法是很危險的。雖

然基礎教育在日本和芬蘭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文化差異確實存在，芬

蘭的教育方式當然不見得適合直接用在日本。

芬蘭與日本在溝通上的差異

對於全球性的溝通，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的觀點是：「學生必須

培養表達能力，學習讓各種價值觀的人了解自己的想法。」這與重視灌

輸大量知識的日本教育相比，顯然有根本上的差異。

在歐美國家，「自我主張」、「充分表達自我」本來就是溝通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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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因此芬蘭的觀點或許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

可是日本的溝通方式基本上是由聽者去體察對方的意思，並不把重

點放在充分的言語表達。這一點不能說日本不好，反而應該說是日式溝

通的優點。我認為在溝通中留下讓對方自己察覺的空間，更能夠培養意

在言外、迂迴委婉的表達能力，或是為對方著想的善意。

說話口無遮攔不是好事，能夠依當時的氣氛或感覺來表達，話語才

能觸動人心。就這一點來說，我深深覺得，日本人的溝通方式更應該傳

到歐美。

然而，我也覺得日本式溝通不無缺點，而這個缺點正是目前日本教

育面臨的問題之一，那就是「大人太過於努力去理解小孩」。

我的工作是提供學校老師指導的技術或諮詢，課程包括多次的教學

觀摩，我經常看到小孩無法用完整句子表達的情況。小孩只用單詞表達

想要做的事，老師憑著這個單詞去推斷小孩的意思，而答應他的請求。

舉例來說，學生說：「老師，洗手間。」老師就知道意思，而回答

他：「好，你可以去上洗手間。」如同後面會提到的，這種作法對於培

養溝通力非常不利。

「不會看場合」的毛病受矚目的原因

在談論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必須先了解日本與歐美在溝通上的差

異。

日本的溝通方式是以曖昧模糊的話語讓對方自行察覺，歐美則是由

說話者說出所有想法。如果說日本的溝通是以言外之意為主，那麼歐美

的溝通簡單地說就是只靠語言表達，而沒有言外之意。

因此，日本的溝通本來就含有看場合說話的文化，不考慮這一點，

就稱不上溝通。那麼為什麼當今的課堂或媒體等方面都這麼注重「不會

看場合」這個問題呢？

我想其中一個主因是「現在的日本人不懂得言外之意」。是不是因

為現代的日本不重視過程，只要求結果（答案），而沒有依照事物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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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順序，採取「讓對方了解」的表達方式？年輕人是否都覺得「按部就

班很麻煩」，一心以為「簡單明瞭比較好」，而把必要的溝通程序省略

掉了？因此，現在的年輕人無法了解言外之意，偏重於可以從表面上理

解的訊息，而將無法輕易理解的事物排除於思考之外。那麼，這樣的年

輕人（尤其是小孩子）為什麼無法理解言外之意呢？原因還是出在「過

度萬能的大人」。如上所述，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是有大人從旁理解，就

會過於習慣對方在溝通時的體貼，而不懂得積極主動，或是以不同的措

詞讓對方了解自己的意思，溝通也就容易淪為一廂情願，無法體會對方

的立場。二○○○年施行的PISA等調查之所以會得出「日本人擅長組合

字句表達意思，卻不善於依對方的立場或狀況說話」的結果，不就是因

為有「過度萬能的大人」從旁作梗的關係嗎？

芬蘭 日本

對各種不同價
值觀的人也能
夠表達自己的
意思。

聽者要主動察
知對方企圖表
達的意思。
「要注意言外
之意」。

各有優缺點，但是……

‧現代人注重結果而不是過程，
將中間步驟省略。

‧大人太快察覺小孩的語意，過
於體貼。

只會說單詞
的小孩！

不會看場
合說話！

老師，洗手間。

溝通無礙的副作用

我以前對手語有濃厚的興趣，曾努力學習手指文字或手語的表達，

還被誇讚說學習的速度比別人快，不需花很多時間就能夠用手語和別人

交談，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但是這種情況潛藏著莫大的陷阱。

既然「溝通無礙」，我就沒有繼續求進步。反正不必付出多大的

努力，意思就能夠傳達，對方也能夠理解，就沒有問題了。在這種情況

下，我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徹底學會手語的熱忱，而沒有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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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靠單詞就能表達意思，大人也會主動予以理解的環境中，小孩

子要培養溝通力或表達力，恐怕是緣木求魚。我認為這是所有與小孩互

動的大人都要深思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基於「為小孩著想」的善意，提供過多服務，而剝奪了

小孩鍛鍊溝通力的機會呢？

日本的溝通方式是「從曖昧模糊的話語中體會」，但卻只有大人在

實踐這種文化，小孩子詞不達意也說得通。這種環境令人不得不擔心，

要如何確實將看場合說話的文化傳遞給下一代？

而除了表達力，我認為現在的小孩在溝通上還有兩種能力更需要加

強，那就是「傾聽力」和「閱讀力」。

什麼是「傾聽力」？

芬蘭的教育是以全球性溝通為基礎，重視表達能力，也致力於相關

的教育。但是這裡還有一個重點，就是教小孩徹底做到「注意聽對方說

話」。芬蘭的學生有很多上臺報告或演講的機會，這時無論報告的人是

否準備不足，說話的內容有多無聊，所有學生都要認真聆聽。有些學生

會因此更加用功讀書，以免因為準備不足而在臺上出糗。

日本呢？大概可以想像的情況是，一般學生在輪到自己上臺之前，

滿腦子只有自己的報告或演講稿，不管別人說什麼都聽不進耳朵裡。光

是在意識層面上，芬蘭教育的基礎（環境等因素）就有所不同。

再怎麼舌燦蓮花，如果對方不專心聽，溝通就無法成立。芬蘭的溝

通表達訓練法就是為了培養表達力，如果要問其中最大的成效是什麼，

我想應該就是穩穩地打下「傾聽」這個基礎。

閱讀力

芬蘭的考試有上臺發表報告或演講等方式，至於如何準備考試，芬

蘭學生的回答是「看書」。「看書」而不是「K書」的觀念很重。

但是他們所謂的「看書」和我們以為的不一樣。聽到「看書」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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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我們會先想到「閱讀」，而閱讀的感覺是把一本書從頭看到尾，

沉浸在書中的世界。可是芬蘭的學生似乎不是這麼想。「看書」是他們

準備上臺報告或演講時蒐集材料的方式，說穿了就是為了抽取需要的資

訊。

對於喜歡閱讀這件事，我們或許只是想到閱讀文學作品，深受小

說、故事所吸引，可是在芬蘭，熱衷閱讀的人是把書當成取得必要知識

的工具。當然也有許多人喜歡小說或故事情節，但是對閱讀書本這件事

所抱持的不同觀念，不也是芬蘭人擁有高度閱讀力和資訊抽取力的祕訣

嗎？

「傾聽力」和「閱讀力」都是接受多元價值觀，並加以融會貫通的

必要能力。在開會或研討會上，最好的討論方式應該是先接受在場人士

的意見，然後從中歸納出最好的結論，而不只是把對方駁倒或強迫推銷

自己的想法。要培養兼具適應力和吸收力的「問題解決力」，關鍵不就

是「傾聽力」和「閱讀力」嗎？

為什麼芬蘭式溝通表達如此有效？

擅長溝通的人能夠獨立思考，考慮到對方的立場，找到能充分傳

達意思的詞語，說出來的話也就能夠讓對方清楚理解，或是適合當場的

氣氛。我希望每一個小孩子都能累積努力獲得大人理解的經驗，讓自己

成長，並養成能考慮對方的立場，「確實表達自己」，讓對方理解的習

慣。

就這方面來說，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是再好也不過的。為什麼

呢？因為全球性的溝通正是「考慮對方的立場，充分傳達自己意思的表

達力」。作為一個國際人，自以為是的主張是行不通的。接觸到不同的

價值觀或文化人士，而想要讓他們確實了解自己的意思時，先思考怎麼

措詞是非常重要的事。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你跟朋友聊到有部電影你很喜歡，朋友問

你：「那是什麼樣的電影？」如果你只是回答：「讓我感動到不行。」



11

1

芬
蘭
式
溝
通
表
達
訓
練
法

他必然會一頭霧水。雖然你說那部電影讓你感動，可是並沒有具體說出

讓你感動的因素。想要告訴對方某部電影很感人時，清楚指出「什麼情

節讓你感動」，或「看了之後有什麼感覺」是很重要的。而且表達時不

能一廂情願，必須照著前後順序說清楚，才能讓對方產生想像畫面。

溝通的基礎

傾聽力

閱讀力

有條不紊的說話方式

不過在表達意思時，突然被要求必須「有條不紊」，可能大多數人

都很難做到。這時不妨參考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依本書的說明，培

養照著順序敘述的能力會很有效果。

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是使用「紙牌」的技巧加強想像力，並且整

理資訊（詳情請看第二章的解說）。這種技巧是從一個關鍵詞衍生出枝

葉，再連接下一個相關的事物或關鍵詞。如此依序寫出時，就能夠從自

己的記憶抽取知識，產生有視覺效果的圖像，讓知識產生連結，再加以

整理。說話時先在「紙牌」上整理資訊，不論碰到什麼話題，都能夠一

看就知道要如何接話，語句的搭配組合也會比較容易。

培養全球性的溝通力

整理資訊時要考慮到符合邏輯，養成習慣對同一件事想出三個理

由。始終抱持「為什麼」的想法，在向別人說明時，就能夠找到更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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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來證明自己的邏輯。

這時要注意的是，絕不能以駁倒對方為目的，畢竟溝通並不是為了

辯贏對方。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有接受多元價值觀的胸襟，養成在思考中

擴大視野的發想力，這才是與價值觀不同的人談話，提高全球性溝通力

的技巧。

因此，要藉著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擴展視野，培養柔軟的發想

力，建立能向對方傳達意思的邏輯思考，磨練溝通力時，就不能只是講

求輸出訊息的能力，在培養全球性溝通力時，也不能忽視了解對方或思

考對方立場的層面。

要確實傳遞資訊，就必須選擇對方能夠理解的字句，同時也要去察

知對方所處的情況或想法，因此非得仔細聆聽對方的話語或意見不可。

日本素有「察知對方意思」的溝通文化。我相信在承襲這方面的傳

統，培養國人向來有所不足的表達力，以便培養出全球性的溝通力時，

引用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將能得到最大的價值。

我是在二○○八年一月執筆寫出本書，目的是幫助讀者實行芬蘭式

溝通表達訓練法。本書將在下一章開始運用練習題來鍛鍊「發想力」、

「邏輯思考力」和「表達力」、「批判思考力」，並加上例題分析，說

明如何改善問題點。不僅是提高閱讀力，更希望本書也能成為培養全球

性溝通力的良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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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的優點
功效

1

可提高閱讀力

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的優點在於提升「閱讀力」。芬蘭連續在二

○○○年和二○○三年名列PISA閱讀力的榜首，可見這種教育法之優

秀。

PISA在二○○○年特別著重閱讀力，將閱讀力分為「擷取資

訊」、「解釋」、「反思」等三個項目進行評估。

「擷取資訊」如字面所示，是經過揀選取捨，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解釋」是指讀取和理解的能力，測試學生是否能夠理解異於自己

的想法。

「反思」是測試學生是否能夠整理資訊中的知識，仔細思考。

芬蘭在這些項目都名列前茅。

其實日本也在「反思」這一項獲得與芬蘭不相上下的成績，可見芬

蘭與日本的教育差異是出在「擷取資訊」和「解釋」上。

尤其是在「解釋」方面，兩國成績有很大的差距。

日本人有擅長省察，卻拙於解釋的傾向。雖然善於陳述自己的意

見，卻對資訊的揀選取捨或多元思考的理解感到棘手。亦即與人溝通時

會自顧自地大發議論，無視於他人的想法或意見。

以溝通的觀點來說，這一點很難令人苟同。

日本

項目 得分 排名

總和閱讀力 522 8

擷取資訊 526 6

解釋 518 8

反思 530 5

芬蘭

項目 得分 排名

總和閱讀力 546 1

擷取資訊 556 1

解釋 555 1

反思 533 4

日本

項目 得分 排名

閱讀力 498 14

科學能力 548 2

數學能力 534 6

芬蘭

項目 得分 排名

閱讀力 543 1

科學能力 548 1

數學能力 544 2

日本

項目 得分 排名

閱讀力 498 15

科學能力 531 6

數學能力 523 10

芬蘭

項目 得分 排名

閱讀力 547 2

科學能力 563 1

數學能力 548 2

（摘錄自日本文部科學省官網） （摘錄自日本文部科學省官網） （摘錄自2007年12月5日《每日新聞》）

‧2000年的PISA
　（閱讀力部分）結果 ‧2003年的PISA結果 ‧2006年的PISA結果



14

解釋力的基礎是表達力
功效

2

表達力就是理所當然地表達出理所當然的事情

依照我的想法，日本的「解釋力」遠遜於芬蘭的原因在於「表達

力」。也許讀者會覺得奇怪：「閱讀力（解釋）怎麼會與表達有關？」

其實表達力是解釋力的基礎。

我在補習班和教師進修班授課的時候，經常為了訓練學生的「解釋

力」，而讓他們進行討論，練習聽取多元的價值觀，接納與自己不同的

意見。但是學生往往無法確實表達自己的想法，討論也就難以持續。

「你喜歡什麼樣的食物？」聽到這個問題，你會怎麼回答？如果要

你說明喜歡某種食物的原因，你會怎麼說？

不論男女老少，碰到這類問題時，大部分人的回答都很表面。例如

有人說：「我喜歡的食物是烏龍麵。」如果問他：「你為什麼喜歡烏龍

麵？請說出烏龍麵的魅力。」那個人可能就會開始結巴：「呃？因為烏

龍麵好吃⋯⋯」由於表達的訊息很少，聽者即使有意理解他的想法，也

是收穫有限。只是說「烏龍麵好吃」，當然無法讓別人知道「究竟是哪

裡讓你覺得好吃？」

具體說明的重要性

也許你是因為怕麻煩或不想太囉嗦，可是想要讓別人了解，就必須

加上具體說明，例如：「因為麵很Q，有嚼勁，所以好吃。」

忽略了這一點，在培養解釋力的入

門階段，缺乏表達力的人就先吃了虧。

不確實說出自己的感受或想法，就無法

得到他人的理解與共鳴。也因為這樣，

缺乏表達力的人才會遲遲無法提高「解

釋力」。

妳為什麼喜歡
吃烏龍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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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對方的立場上陳述意見的能力
功效

3

培養有邏輯的表達力

表達的目的是什麼？為了向對方告知自己的想法。因此，如果你喜

歡吃烏龍麵，想要讓別人知道你為什麼喜歡，就要提出具體的說明，並

且加上至少三個理由。

這時可以問問自己：「我真正喜歡吃烏龍麵的原因是什麼？」即使

對方會用不同的價值觀去衡量你提出來的理由，你還是能夠表達出「烏

龍麵在你心目中的魅力」，而且讓對方了解。藉著這樣的思考過程，你

可以培養出從各種角度看事情，然後編出故事的「邏輯力」。但是並不

是說出心中所想就可以了，也必須學習站在對方的立場，用對方聽得懂

的方式說話。

培養論事能力的原則

像這樣「站在對方的立場上」思考事物，就會去注意他人的價值觀

或思想。這種態度是與人論事的重要基礎。一旦奠定了這種基礎，就能

夠遵守「傾聽對方說話」、「讓對方把話說完」、「不論對方說什麼，

都不斷定是錯的」等論事的基本原則，而營造出彼此都能確實表述想法

的環境。這種論事能力自然會對閱讀文章，理解裡面內容的「閱讀力」

產生助益。論事能力與閱讀力的關係就是如此密切，無法分割。

麵
條
很
Q
，
有
嚼
勁
，

而
且
湯
汁
很
好
喝
。

再
怎
麼
說
，
還
是
柴
魚

湯
頭
最
棒
，
因
為
︙
︙

培養論事能力的流程

思考自己某種想法的理由

問自己這個理由真的夠好嗎？

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自己的想法

不管對方說什麼，都不認定是錯的，
仔細聽完對方的話。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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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時需要豐富的發想力
功效

4

發想力是表達力，甚至閱讀力的源頭

論事能力能夠培養出溝通力和閱讀力。但是，值得多次強調的是，

論事能力的源頭是表達力，而表達的關鍵是「發想力」。

如果不能把沉眠在腦中的知識抽取出來使用，就無法發揮靈活的表

達力。

為了活化思考，培養能隨意抽取記憶的發想力，芬蘭的作法是讓學

生製作類似「心智圖」的「紙牌（參見右下圖）」。

這是以自由聯想來伸展知識的枝葉，以連接相關的關鍵詞來擴大思

考，對於整理腦中事物的關聯性或順序非常有幫助。

舉例來說，要寫出介紹自己的短文時，不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而

是先製作以自己為主題的「紙牌」，才開始作文。

像這樣從記憶抽取與自己有關的關鍵詞或往事，然後進行揀選取捨

和整理，就可以順利寫出文章。

因此，「發想力」不只是隨意想像的能力，而是抽取更多資訊，並

加以整理的能力。

製作紙牌可以為所有能力打下基礎，而以這種方式產生的發想法，

就是讀者能夠從本書學到的第一種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

不對！

啪！

狗
走
路
也
會

挨
棒
子
，

禍
不
單
行
！

C1 D1
B1

A C4

C2 C3
D2

D3
B2

紙牌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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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發想與邏輯能讓人習慣自省
功效

5

培養閱讀力的總整理

本書的練習題有助於增進發想力、邏輯力和表達力，但本書還有一

個遠大的目標，就是培養「批判思考力」。

再怎麼出色的邏輯或文章，也難免有缺點。不用說也知道，不管做

什麼事情，不斷花心思求進步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可是在陳述意見時，

卻很少人會想到這一點。

價值觀不是牢不可破的，即使認為別人的想法有錯，也要抱著願意

去理解的態度，而且不堅持自己的想法絕對正確，總是會反過來自問：

「這麼想對嗎？」這就是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的宗旨。

這種停下來思考的方式稱為「批判思考力」。雖說是「批判」，但

是並非「雞蛋裡挑骨頭」，而是為了更上一層樓而尋求「如何改善」。

舉例來說，在寫作文時，芬蘭學校的作法是讓學生分組，讓組員唸

出彼此的文章，然後一同討論，歸納出十個「優點」和「缺點」。每個

人都客觀地提出怎麼寫會更好的意見，再依據這些意見重新寫出最理想

的文章。

有了這種自我反省的習慣，在面對資訊時，就不會只是閱讀而已，

而是能夠更正確無誤地掌握內容。批判思考力需要的就是以這種方式訓

練出來的閱讀力。

以芬蘭式溝通表達訓練法
鍛鍊出來的能力和順序

▼

▼

▼

▼
發想力
▼

▼
邏輯力
▼

▼
表達力
▼

批判思考力



Ａ先生：56歲，自由工作者

Ｂ女士：39歲，上班族

Ｃ小姐：27歲，上班族

Ｄ同學：15歲，國中女生

‧例題回答者簡歷

第 　 章
發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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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想力與紙牌

紙牌是用來將知識整理成系統

在芬蘭，從一個關鍵詞推衍出枝葉，再將相關詞語連接起來的技巧

稱為「紙牌」。

由於這是把資訊的關聯性或知識整理後做成圖像，因此是非常有效

的資訊整理法。這個方法不僅能用來整理資訊，實際製作「紙牌」時就

會知道，也可以藉之從自己的記憶中抽出詞語或事物，對回想這件事產

生效果。

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或許有過大量的記憶輸入學習，但令人意外的

是似乎不曾接受過「輸出教育」，學習引用知識。

「紙牌」是一種很有效的訓練，會讓人深深覺得彷彿把沉眠在記憶

中的知識抽取出來了。只要具備這種抽取的思考或習慣，不僅能明確、

快速地回應話題，也比較能夠掌握事物的關聯性。

一旦能夠掌握事物的關聯性，就算對方說出來的話異於自己的價值

觀，也能夠立刻找到彼此的交集或關聯，而能夠一邊談話一邊找出共通

點，歸納出結論。紙牌可以說是接受多元價值觀，在自己心中加以消化

的技巧。

碰到爭執不休的會議等場合時，如果已經習慣在腦子裡製作紙牌，

就會找到多種意見的共通點或關聯性，而將重點整理出來。

把紙牌應用在理科教育上

我實際在升學補習班授課時，會在理科課堂上教導製作紙牌，每次

上課時都會指定關鍵詞，讓學生從這個詞開始發展分枝，做出紙牌。

除了文字之外，學生也可以用圖畫留下視覺印象。一旦養成了這種

製作紙牌的習慣，就算是小學五年級的孩子，也會在筆記本上擴展出茂

密的枝葉，把知識整理出來。他們上課的反應因此變快，讓我真切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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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正向的學習軌跡。

以一問一答的方式背誦，遠不如用紙牌容易記住知識的關聯性。學

生將用得到的知識整理成資訊後牢記在心，就能夠在碰到問題時立刻想

到答案，並抱著自信回答，因此課堂上的反應變得非常積極。

也是了解小孩學習情況的方法

從小孩製作的紙牌可以看出他如何連結知識，就像閱讀一份記憶的

地圖。

查看他們寫好的紙牌，就可以從裡面的缺失大致窺知學生疏忽了哪

方面的關聯。一旦知道他們哪一方面有所欠缺，為人師長者就可以多花

一點心力，提高小孩那一方面的學習程度。

以這種方式運用紙牌，紙牌就會成為指導小孩的有效工具。對於這

一點，讀者應該也有同感吧？

大人使用紙牌的效果

先撇下教育小孩的層次不談，大人使用「紙牌」時，能夠獲得哪方

面的效果呢？

我認為最有幫助的是發想力。實際上在製作紙牌時，有時候會陷入

僵局，無法再推衍枝葉，而不得不中斷聯想。可是在停筆的當下，還是

要思考「是否還有其他相關事物？」繼續在記憶中搜尋。

如果能夠像這樣持續搜索記憶，從一個關鍵詞慢慢增加枝葉，就會

逐漸發現自己之前沒有意料到的知識關聯性。

製作紙牌時，可以把事物的關聯整理成圖像，因此增加的枝葉不會

只是一時回想到的知識，比較容易變成以後也能活用的東西。

不僅如此，隨著聯想的枝葉逐漸擴展，對事物的觀點也會增加。舉

例來說，一個關鍵詞可以衍生出五個分枝，就表示這個關鍵詞有五個切

入點（相關的事物）。因此枝葉伸展得愈多，就愈能夠用不同的觀點去

看事情，思考事情的角度也就更加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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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牌」伸展枝葉的訓練有助於培養發想力，擴大視野，因此能

藉之培養出接納各種價值觀的胸襟。

努力走完「最後一步」的重要性

像這樣在「紙牌」上推衍枝葉的作法，並不只是把資訊寫出來，也

可以用來挖掘記憶、擴展潛能或視野，對腦部是非常好的鍛鍊。

最重要的是，能夠對不同的意見找到與自己想法的連接點，從而引

出整合的方法，有助於提高與人產生爭議或開會時的溝通力。

不過在製作紙牌時，可能有人會覺得「無法伸展枝葉」，或是「已

經走入死胡同」，再也寫不出來。

在這個重要關頭，如果能夠不屈不撓，努力多想出一個分枝，就能

擴大視野，增進發想的潛能。這時的痛苦當然比不上生小孩，但盡力熬

到最後，走完「最後一步」，發想力就鍛鍊出來了。

解除無意識的枷鎖

製作「紙牌」時，怎麼寫都可以，完全沒有限制，當然也沒有是否

正確的問題。從關鍵詞自由聯想，任意伸展枝葉，就是利用紙牌鍛鍊發

想力的重點。

「聯想到這個不太好吧？」就種想法是一種無意識的枷鎖。紙牌訓

練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說是要解開這種枷鎖。

即使覺得「這麼想太無聊了」，也有可能在後面產生意外的連結或

是知識的關聯性。

不要用先入為主的想法限制了枝葉的擴展。要有充分的彈性，自由

聯想去伸展枝葉，才能夠培育出廣納多元價值觀、視野廣闊與可塑性十

足的發想力。

因此，「紙牌」沒有解答。紙牌是每一個人的記憶地圖，每一張

都是獨一無二的。不僅如此，就算是同一個人針對同一個主題製作的紙

牌，也會因為寫的時間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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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讀者都能抱著沒有正確答案和固定形式的觀念，撇開所有先入

為主的想法，藉著製作紙牌伸展枝葉的過程，培養出任意聯想的彈性。

利用紙牌溝通

「紙牌」上寫的詞語都很簡短，因此別人看到時，當然會有「為什

麼這個關鍵詞會和那個詞語連在一起」之類的疑問。這時不妨告知自己

的想法，例如：「因為覺得這方面有某某關聯，我才會這麼寫。」讀者

雖然可以參考本書自行練習，但如果能透過這些練習題，與他人達到更

深入、更廣泛的溝通，筆者將備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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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聯想力】

紙牌的基礎
發想力

1

從一個關鍵詞展開聯想

紙牌的作法就是一種「心智圖」，可以作為發想力的基礎，培養聯

想力。舉例來說，看到「樹木」這個關鍵詞，就可以像例題1一樣，從

樹木聯想到「植物」、「葉子」、

「氧氣」等詞語。

從樹木伸出枝葉之後，就可以

像例題2一樣，繼續從分枝擴展枝

葉。

現在開始練習。請先想出一個

能讓你聯想到許多事物的關鍵詞，

然後以這個詞為中心，從那裡伸展

出茂盛的紙牌枝葉。剛開始最重要

的是想到什麼就寫什麼，盡可能擴

大聯想，寫下相關的詞語。

這裡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正

確與否的問題。思考的方向是先從

中間的關鍵詞伸出幾個分枝，再

從下一個關鍵詞衍生出另外的枝葉

⋯⋯立體思考有助於訓練出靈活的

發想力。

不要著急，慢慢來，但是不能停止

這時候，最重要的不是從最初的關鍵詞呈一直線地伸展出其他詞

語「A→B→C→D→⋯⋯」而是靈活地思考，在腦中浮現各種情況，例

如：「除了B，A還可以聯想到什麼？」「除了C之外，還可以從B想到

例題1

例題2

植物 葉子

葉子

氧氣

紅葉

落葉氧氣

植物

樹木

樹木

種類
長在
樹枝
上的
東西

樹木產生的東西

染上顏色後

枯掉後

‧分枝的數量沒有限制。
‧也可以寫出動作或狀態（快速、
漂亮、便利、困難等）。

‧寫出相關的語句。
‧從伸展的枝葉繼續擴展關鍵詞。

進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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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能夠從每一個關鍵詞想出大約四個分枝是最理想的。

有些人會完全想不出來，遲遲找不到下一個詞語。這時就要思考

那個關鍵詞是什麼意思？有什麼功能？具有什麼特徵？以這些疑問為起

步，慢慢擴大聯想。

不要急躁，靜下心來慢慢思考各種可能性，然後不斷地伸展枝葉，

就能夠確實培養出基本的發想力。

呃～
呃～

別急，
慢慢來！

完成了！

對！
就是這樣！

例題3  請在以下圓圈中寫出「春」字，然後盡量聯想。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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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C小姐

責任

溫柔

茶

鉛筆

臉

幸運

虹

草莓

天氣

預報

沖繩
球 人氣

高

地球

足球

永遠

車

駕駛

氣溫

暖化

腳

道路水果

季節 散步

選擇

七
作曲 元氣

春

色
櫻

歌
卡拉
OK

心 賞花

便當

愛情

和

工作

節目

播報員

日本人

新聞

飯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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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2  D同學

開學
典禮

畢業
典禮

歌 音樂
櫻花雪 色 粉紅

開始

梅

花 櫻

賞花

春

以自由聯想擴展紙牌枝葉

先來看看C小姐的回答。一開始是從「春」這個關鍵詞衍生出

「櫻」、「季節」、「散步」這三個分枝，再分別衍生出三個，然後又

從每一個單詞衍生出兩、三個分枝，形成一大張紙牌。可以說是有優秀

發想力的典型，表現出不受限制、自由聯想的情況。

接著是D同學的紙牌，起先是從「春」字伸出兩個分枝，其中一個

是「開始」，再從那裡衍生出「開學典禮」、「畢業典禮」、「歌」、

「音樂」等一直線的枝葉。或許D同學認為能想到一個分枝就夠了，可

是這種「單線思考」無法產生多種可能性，而且一直局限在狹小的範圍

內，無法產生天馬行空的想像。

要改善這種狀況，就要去思考：「『開始』還可以聯想到什麼？」

「『開學典禮』只能讓人想到『畢業典禮』嗎？」每一個詞語都要設法

衍生出幾個分枝才行。既然另一邊的「花」可以產生三個分枝，其他部

分應該也有進一步聯想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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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情聯想，擴展關鍵詞！

練習題1

練習題2  請在圓圈中寫下喜歡的關鍵詞，然後盡情聯想。

‧只要有心就可以無限擴展。請寫到方框無法容納為止。

‧沒有標準答案，也沒有對錯可言。請隨意衍生想到的關鍵詞。

‧最好從一個關鍵詞想出多個分枝，而不只有一個。

火

http://www.morningstar.com.tw/bookcomment-2.aspx?BOKNO=0103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