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好学习-成甲

 1.知识管理与认知优势

 在海量信息即时获取时代，我们拼什么？
 通过管理知识提升我们的认知深度，进而改变
 我们的行为模式

 如何提升认知深度？

 掌握临界知识（我们经过深度思考后发现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律
 或定律），我们便能开启学习的“少即是多”&“四两拨千斤”模式，从而
 极大提升学习效率

 为什么大多数人的学习层次上不去？

 我们努力有一个重大误区：我们一直把时间花在想办法
 提升“技术效率”上，而忽略了真正重要的“认知效率”（找
 到撬动效能的杠杆点——临界知识，20%的知识比80%
 的知识更有用）

 到底哪些知识值得学？
 20%的知识决定80%的结果，应该把更多的时间用在结构能力和专业
 能力的学习上，通过掌握临界知识做到游刃有余

 2.掌握临界知识的底层思维与方法

 跳出“低水平勤奋陷阱”

 a.避免摘记更多的独立知识

 b.读书方法的升级——放慢速度加工，在新旧知识
 间建立网络状的联系

 c.问题为导向的读书方式

 学习临界知识需要具备的两种心态

 绿灯思维

 整体理论（先天）+渐进理论（成长型思维）

 当我们遇到新观点或不同的意见时，第一反应
 是：哇，这个观点一定有用，我应该如何用它来
 帮助自己?

 区分“我”和“我的观点/行为”

 以慢为快

 结硬寨，打呆仗

 真正高效的学习，是知识融会贯通的结果

 我们想要快读提高，努力的方向应该是花大力气
 打通那些知识阻塞。

 读书的目的是：打通知识阻塞，实现融会贯通

 把慢功夫花在真问题上（学习掌握临界知识）

 提升学习能力的三个底层方法

 反思：提升知识掌握的层次

 观察结果或现象，研究原先假设，反思校正假设

 反思的作用

 1.发现知识误区

 2.促进已有知识产生新知识

 3.检验学习的新知识是否用了起来

 训练反思的三个方法

 1.从小事反思，深入突破

 2.把生活案例化处理

 3.培养写反思日记的习惯

 以教为学

 刻意练习

 尽管专家级水平是逐渐练出来的，但是关键在于
 受训者必须通过训练掌握更高级的心理表征，才
 能真正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什么是元认知？  对我们的思考过程的思考

 元知识与临界知识是什么关系？  元知识——思考的过程；临界知识——思考的工具

 刻意练习如何与临界知识结合应用？

 对核心知识划小圈  持续、刻意地进行大量专注练习

 将基本知识组合成更大的知识能力单元
 学习水平，某种程度上就是拥有正确的底层关键
 知识的数量及调动其解决问题的能力的综合体现

 在各种知识单元之间构建认知框架  框架：把临界知识整合起来的认知方式

 持续提升学习能力的三个技巧

 记录
 如实地记录过程

 主动思考，挖掘看不见的关系

 定期回顾

 回顾让我们能够在平淡生活中创造惊喜

 回顾让我们过去的记录和反思价值增倍的过程

 回顾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回顾能帮助我们超越反思经验的局限，拓展我们
 的视界，看到更加本质的规律

 付费购买
 提升学习内容的质量——买书

 增加有效学习的时间——买时间

 3.发现和应用自己的临界知识

 为什么临界知识能四两拨千斤？

 临界知识是应对系统不确定性的工具，是系统内
 部元素间复杂作用关系相互抵消后呈现出的简单
 规律。

 从短期看，学习临界知识的进步速度未必是最快
 的，但是从长期看，用临界知识学习和思考是效
 率最高的。

 如何发现自己的临界知识？

 简介

 临界知识是对事物更底层规律的总结

 临界知识的核心是用更加可靠学科的研究方法、
 思想和结论来处理没那么可靠的领域问题，即解
 决问题最稳妥的方式是拿可信度更高的方法去处
 理问题

 1.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阅读经典的书籍入手，学
 习这个学科的最重要的原理和知识

 2.找到最重要的知识和原理的原始出处

 3.尝试用更加基本的原理来解释这个知识

 4.没有解释的时候，想办法寻找或者自己创造一
 个假设，并验证

 天赋与学习临界知识的关系

 找不到天赋，兴趣凑

 从热爱的事情入手发现临界知识

 我们应当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有自己的热情和
 独立思考

 如何应用临界知识？

 在不同的场景，重复应用同一个临界知识+在不
 同的时间，重复应用同一个临界知识

 抓住问题的本质进行练习+大量地持续练习

 应激性反应与单因果思考方式V.S.结构性反应与系统化思考方式

 用临界知识构建自己的“能力圈” 做狙击手，而非敢死队+瞄准！扣动扳机！

 4.案例：核心临界知识及其应用

 复利效应

 概率论

 黄金思维圈

 进化论

 系统思考

 二八法则

 安全空间

 临界知识的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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