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 

第一课 走进思维世界 

第一框 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1、思维的含义（P3） 

（1）广义的思维：意识。 

（2）狭义的思维：理性认识。（“逻辑与思维”中所说的“思维”主要是从狭义角度来讲的，指

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对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反映。） 

2、思维的方式（P3） 

（1）类型：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 

（2）意义：是对人类理性认识方式的高度概括，是人们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规律的重要的思

维方式，是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3、思维的差异性（P3）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维风格。不同风格的思维在速度、方式、质量乃至结果上有很大的差异。 

4、★思维的共同特征（P4） 

①思维具有间接性。思维能够凭借获得的感性材料、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

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现对未知事物的认识。 

②思维具有概括性。思维能够从多种事物及其各种各样的属性中，舍去表面的、非本质的属性，

抓住内在的、共同的、本质的属性，把握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③思维具有能动性。思维能够提炼加工感性材料，形成有别于客观实际的认识。正确的思维如实

地反映认识对象，错误的思维歪曲地反映认识对象。 

5、★思维与实践的关系（P4） 

思维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维能够帮助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

期的目的。               第二框 思维形态及其特征 

1、思维形态的分类（P5） 

①从思维的方向看，有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 

②从思维对认识对象的思考角度看，有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 

③从思维反映认识对象的方式看，有辩证思维和形而上学思维； 

④根据思维运行的基本单元的不同，可以将思维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2、思维的基本形态（P5） 

（1）抽象思维：如果人的思维抽象和概括了事物的共同属性，通过语词巩固下来，形成了概念，

并以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就属于抽象思维。 

（2）形象思维：如果人的思维抽象和概括的是事物的形象特征，并以感性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单

元，就属于形象思维。 

3、★思维基本形态的特征（P6） 

（1）抽象思维：①基本思维形式：抽象思维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反映认识对象，揭示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②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概念性、运行方式的推导性和思维表达的严谨性。 

（2）形象思维：①基本思维形式：形象思维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运用联想、想象和幻

想等反映认识对象，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②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形象性、运行方式的想象

性和思维表达的情感性。 

4、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P6） 

①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区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②在实际思维活动中，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虽然各有其功能和作用，但又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二课 把握逻辑要义 

第一框 “逻辑”的多种含义 

1、“逻辑”的不同用法（P8） 

主要含义 范围 举例 

规律 
所有科学的研究对

象 

“要把握科学研究的逻辑”“这是生活的逻辑” 

逻辑规律与规则

（思维规律）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说话写文章要合乎逻辑”“说的不合逻辑”“根据材

料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认识问题的某种

思维方法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霸权主义逻辑”“强盗逻辑”“诡辩家逻辑”“只许

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哪一家的逻辑！” 

逻辑学 
作为一门学科的逻

辑学 

“学一点逻辑是有好处的”“逻辑也是一门基础学科”

“大学生应该上逻辑课”“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逻辑很

难学” 

2、逻辑学研究的目的及四种用法之间的关系（P8） 

①逻辑学研究试图将逻辑规律与规则运用到实际思维中，以区分正确的思维方法和不正确的思维

方法。 

②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是为把握“规律”服务的。 

3、逻辑学的含义（P8） 

（1）狭义的逻辑学：形式逻辑。 

（2）广义的逻辑学： 

①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 

②辩证逻辑。（研究辩证思维中的规律、规则与方法） 

4、★形式逻辑特别关注推理问题（P9） 

（1）推理结构：推理是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由前提推导结论，前提作为结论的理由。 

（2）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真前提推出真结论，并不取决于思想的具体内容，而是取决于思想的

形式结构。 

（3）形式逻辑的核心任务：要把握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的规律和规则。 

5、运用推理进行论证和论辩（P9） 

（1）论证：把推理的理由讲出来作为“论点”的“论据”，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论证”。 

（2）论辩：用这样的论证方式去说服人，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或者用这样的论证方式去反驳

别人的观点，就构成了“论辩”。 

（3）论证和论辩中使用的推理是否有效，直接影响说服的效果。 

6、学习形式逻辑的意义（P9） 

①学习狭义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与方法，是学习广义逻辑学的基础。 

②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规则，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 

第二框 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 

1、同一律：思维的确定性要求（P10） 

（1）原因：合乎逻辑的思维是具有确定性的思维。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事实与规律，必须让

思维确定下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游移不定。这就要遵循同一律的要求。 

（2）公式：A 是 A 



（3）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如果是真的，就是

真的；如果是假的，就是假的。 

（4）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保持自身同一性，不能混淆概念，也不能转移论题。 

（5）逻辑错误：“偷换概念”或“偷换论题” 

（6）同一律的条件性：①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条件下，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概念或判断，同一

律并不要求它们一定是同一的。②同一律并不否认认识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及其变化和发展。它所

反对的，只限于在时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意变更概念或判断。 

2、矛盾律：思维的一致性要求（P11-P12） 

（1）原因：合乎逻辑的思维是具有一致性的思维。要避免思维出现不融贯一致的逻辑错误，就要

遵循矛盾律的要求。 

（2）公式：A 不是非 A 

（3）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它的否定论断“非 A” 

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 

（4）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不能断定它

们都成立。 

（5）逻辑错误：“自相矛盾” 

（6）矛盾律的条件性：①矛盾律及其要求是就同一时间、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作的论断而言的，

自相矛盾的论断是对客观实际的错误反映。②客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此事物可以变成彼事物。

从不同时间、不同方面对同一事物所作的相反论断，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3、排中律：思维的明确性要求（P13） 

（1）原因：合乎逻辑的思维是具有明确性的思维。逻辑思维既要排除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也要

反对在“是”与“非”之间骑墙居中，在矛盾关系的论断之间持“两不可”的态度。这就要遵循

排中律的要求。 

（2）公式：A 或者非 A 

（3）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不能同假，

其中必有一真。 

（4）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不能断定它

们都不成立。也就是说，不能同时否认“A”，又否认“非 A”。 

（5）逻辑错误：“两不可” 

4、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与规律（P13） 

（1）基本要求：合乎逻辑的思维具有确定性、一致性、明确性。（P10-P13 合并概括） 

（2）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3）来源：这些基本规律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思维活动的总结。

人们通过无数次的社会实践，既认识到了客观事物的规律，也认识到了思维自身的规律。 

（4）必要性：只有遵循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思维，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思维，而违背形式逻辑基

本规律的思维，不可能是科学的思维。 

 

 

 

 

 

 



第三课 领会科学思维 

第一框 科学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1、★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P14）（任何思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

一。） 

2、科学思维与不科学思维的含义（P14） 

（1）★科学思维：泛指符合认识规律、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是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 

（2）不科学思维：不科学思维是主观臆想的、不合逻辑的、片面僵化的思维。 

3、科学思维与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的关系（P14） 

科学思维不是与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并列的思维形态，而是对实践中遵循逻辑思维要

求、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的统称。 

4、★科学思维的特征（P15） 

①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思维总是从实际出发，力图如实地反映认识对象。科学思维

不盲目崇拜权威，不盲目相信书本结论，它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注重实事求是的推理和论证，

坚持以理服人，努力把握和遵循客观规律。 

②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科学思维总是通过对事物历史与现实材料的分析，找出事物发展

的规律，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前景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 

③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可检验性。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越是复杂的事物，对它的认

识越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科学思维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 

第二框 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1、★学习科学思维的思维素养意义（P16） 

①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纠正逻辑错误，驳斥诡辩，捍卫真理。（逻辑思维意义） 

②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辩证思维意义） 

③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创新思维意义） 

2、★学习科学思维的思想政治意义（P17） 

①学习科学思维，有助于我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不同的社会实践中的国

情和世情，准确把握我们所在的历史方位，提高我们的政治站位，提升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

悟。（从思想觉悟层面看） 

②学习科学思维，有助于我们发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宏大

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以锐意进取的态度和负责任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助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

（从实践层面看） 

3、总结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P17） 

（1）精神理想层面：（可以帮助我们培养科学精神）把握科学思维的精髓 

（2）思维工具层面：学会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

率 

（3）世界观和人生观层面：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4）思想政治层面：（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时代新人，更好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第四课 准确把握概念 

第一框 概念的概述 

1、属性（P22） 

（1）含义：事物总有许许多多的性质和关系。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统称为属性。 

（2）分类：事物的属性可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是一事物成为自身并使该事物同

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规定性。 

2、概念的含义（P22） 

概念就是通过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的思维形式。 

3、概念的表达（概念与语词的关系）（P23） 

①概念只有通过语词才能表达出来，但并非一个语词在任何场合都一定表达同一个概念。 

②不同的语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4、概念的基本特征：内涵与外延（P24） 

（1）概念的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它反映事物“质”的规定性，说明概念所反

映的那种事物究竟“是什么”。 

（2）概念的外延：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的范围。它说明概念所反映的那种事物“有

哪些”。 

（3）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①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②概念的内涵确

定了，在一定条件下，概念的外延就可以由之而确定；反之，概念的外延确定了，在一定条件下，

概念的内涵也可以因此而确定。 

5、★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P24-P25） 

依据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是否具有相同部分，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 

（1）相容关系：如果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具有相同部分，则为相容关系； 

（2）不相容关系（全异关系）：如果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不具有相同部分，则为不相容关系。 

 

 



第二框 明确概念的方法 

1、明确内涵的方法——定义（P26） 

（1）含义：定义是从内涵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简明的语句揭示

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 

（2）构成结构：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部分构成。 

（3）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种差加属概念。 

例：哲学       是      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被定义项  定义联项     种差    +   属概念（定义项） 

①这里的属概念是指被定义项的属概念。 

②种差指同一属概念下的种概念之间的差别，即“被定义项”与其同属的其他种概念之间的差别。 

③“种差”和“属概念”相加构成定义项，用定义联项将被定义项和定义项联结起来，就构成定

义。 

2、★下一个正确定义的要求（P27） 

（1）应该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正确地认识对象，把握其本质属性；（2）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

规则。 

规则 逻辑错误 错误原因 举例 

①定义项与被定义

项的外延必须全同 

定义过宽 
定义项的外延大于被定义

项 
商品是劳动产品。 

定义过窄 
定义项的外延小于被定义

项 

商品是用人民币交换的劳动产

品。 

②定义项不能直接

或间接地包含被定

义项 

同语反复 
定义项直接包含了被定义

项 
麻醉就是麻醉剂所起的作用。 

循环定义 
定义项间接包含了被定义

项 

偶数就是奇数加一所得的数，

    

奇数就是偶数加一所得的数。 

③定义一般不能用

否定形式 
否定定义 没有揭示它究竟是什么 高中生不是社会青年。 

④定义不能用比喻 比喻定义 定义含混 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3、明确外延的方法——划分（P28） 

（1）含义：划分是从外延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方法：它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概念的外延分为几个小类。小类是大类的种，大类是小

类的属。划分就是把一个属分为几个种的逻辑方法。 

（3）构成：划分由母项和子项两部分构成。 

例：战争     分为正义战争和       非正义战争。 

母项（属）      子项（种）       子项（种） 

4、★作出正确划分的要求（P28-P29） 

（1）首先，必须充分了解概念所反映的对象之间的客观关系； 

（2）其次，要遵循划分的逻辑规则。 



划分应遵循的逻辑规则 举   例 逻辑错误 

①子项的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

的外延。 

A-1.选票分为赞成票和反对票。A-

2.实词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

数词、量词、代词、拟声词和介词。 

“划分不全”或“多出

子项” 

②在同一次划分中，只能用同一

个标准。 

B.三角形分为锐角三角形、钝角三

角形、直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 
划分标准不一 

③划分应该逐级进行，不能越级。 
C.农田里种有棉花、黄麻和粮食作

物。 
越级划分 

④子项的外延必须为不相容的关系。（补充） 

5、概念是变化发展的（辩证地看它的内涵和外延）（P29） 

①任何概念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准确地把握概念，既要弄清概念的内涵，又要分清概念的外

延。 

②认识对象是变化发展的，反映认识对象的概念也会发生变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可能固定不

变。 

③同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对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和精确。 

第五课 正确运用判断 

第一框 判断的概述 

1、判断的含义（P30） 

判断就是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 

2、判断的基本特征及其关系（P31） 

（1）特征一：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是判断的一个基本特征。 

断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肯定，二是否定。如果既不肯定什么，又不否定什么，就不是判断。 

（2）特征二：判断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有真假之分。 

如果一个判断的断定符合认识对象的实际情况，它就是真的；否则，它就是假的。 

（3）断定和真假的关系：有断定就会有真假，判断的这两个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的。 

3、判断真假的检验标准（P31） 

①判断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其正确与否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②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真判断，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假判断。 

4、判断的表达形式（P32） 

（1）表达形式：判断是通过语句表达的。 

（2）判断与语句的关系：判断是语句的思想内容，语句是判断的语言形式。 

（3）语句作判断时应注意：①不作断定、没有真假的语句并不表达判断。②对于含义不明确的语

句，我们需要依据语言的具体情况排除歧义，才能准确把握这些语句与其所表达的判断之间的关

系。 

5、判断的类型（P32） 

 含义 分类 

简单判断 直接由概念构成而不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 性质判断和关系判断 

复合判断 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 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和假言判

断 



划分依据：依据判断本身是否包含其他判断，判断分为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 

第二框 正确运用简单判断 

1、性质判断（直言判断）（P32-P34） 

（1）含义：性质判断就是断定认识对象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这种断定是直接的、

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所以，性质判断又称为直言判断。 

（2）组成：性质判断一般由量项、主项、联项和谓项组成。 

①表示断定对象的叫作主项。②表示断定对象性质的叫作谓项。③表示主项被断定范围的叫作量

项。④起着联结主项和谓项的作用的叫作联项。 

（3）种类： 

①依据判断的质，即判断所用的断定方式是肯定还是否定的，性质判断分为肯定判断和否定判断。 

②依据判断的量，即判断所断定的对象的范围，性质判断分为全称判断、特称判断和单称判断。 

③从质与量的结合上划分，性质判断有六种基本的判断形式：全称肯定判断、全称否定判断，特

称肯定判断、特称否定判断，单称肯定判断、单称否定判断。 

类型 
构成 

量项 主项 联项 谓项 

全称肯定判断 所有 商品 是 有价值的 

全称否定判断 所有 真理 不是 一成不变的 

特称肯定判断 有些 中学生 是 共青团员 

特称否定判断 有些 中学生 不是 球迷 

单称肯定判断  许海峰 是 运动员 

单称否定判断  这个人 不是 小学生 

（4）准确运用性质判断应注意的问题： 

①不能缺少主项和谓项，否则判断就不完整； 

②避免主项与谓项配合不当，否则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状况，容易造成误解； 

③要准确地使用量项和联项，以保证判断的“量”与“质”都准确无误。 

2、关系判断（P34-P35） 

（1）含义：断定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判断叫作关系判断。 

（2）组成：关系判断一般由关系者项、关系项和量项三部分组成。 

①表示关系承担者的叫作关系者项。按照关系者出现的顺序可以称为第一关系者项、第二关系者

项、第三关系者项…… 

②表示关系者之间关系的叫作关系项。 

③表示关系者项范围的叫作量项。 

例：有些   被告           反控     某些        原告 

量项   第一关系者项       关系项    量项      第二关系者项 

（3）种类： 

①对称性关系。 

A.对称关系：甲与乙是同学，“同学”关系是对称关系，因为乙与甲也是同学。 

B.反对称关系：甲比乙大 3 岁，“大 3 岁”关系就是反对称关系，因为乙肯定不比甲大 3 岁。 

C.非对称关系：甲认识乙，“认识”关系就是非对称关系，因为乙有可能认识甲，也有可能不认

识甲。 

 



②传递性关系： 

A.传递关系：甲的岁数比乙大，乙的岁数比丙大，“……岁数比……大”关系是传递关系，因为

甲的岁数肯定比丙大。 

B.反传递关系：甲是乙的父亲，乙是丙的父亲，“……是……的父亲”关系是反传递关系，因为

甲肯定不是丙的父亲。 

C.非传递关系：甲是乙的同学，乙是丙的同学，“同学”关系是非传递关系，因为甲可能是丙的

同学，也可能不是丙的同学。 

3、弄清不同对象之间关系的意义（P36） 

①认识事物，只有既弄清对象的性质，又了解对象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对象有较为全面的把握。 

②在社会生活中，弄清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对我们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明确自己的职

责，更好地履行应尽的义务、维护合法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框 正确运用复合判断 

1、复合判断（P36-P37） 

（1）含义：复合判断是其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 

（2）组成：它由联结词和支判断两部分组成。 

（3）种类：根据断定情况的不同，复合判断分为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等多个种类。 

2、联言判断（P37） 

（1）含义：联言判断是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判断。 

（2）组成： 

①联言支：组成联言判断的支判断叫作联言支。一个联言判断至少包含两个联言支。 

②联结项：“并且”“既……又……”“不但……而且……”“虽然……但是……”等，是常常

用来联结联言支的词项，叫作联言判断的联结项。在日常语言的表达中，联言判断的联结项有时

可以省略。 

（3）★联言判断的真假：在联言判断中，当且仅当，组成它的各个联言支都是真的，这个联言判

断才是真的。也就是说，它要求各个联言支的断定都要与实际相符合。如果有一个联言支是假的，

这个联言判断就是假的。 

（4）正确运用联言判断的意义：有助于人们将认识对象的多种情况综合起来进行考虑，多方面地

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情况，从而使思考更加周密，判断更为恰当。 

3、选言判断（P38-P39） 

（1）含义：选言判断是断定对象的可能情况的判断。 

（2）组成： 

①选言支：组成选言判断的支判断叫作选言支。 

②联结项：一个选言判断至少包含两个选言支。“或者……或者……”“要么……要么……”“不

是……就是……”等，是常常用来联结选言支的词项，叫作选言判断的联结项。在日常语言表达

中，选言判断的联结项一般不能省略。 

 

 

 

 

 

 

 



（3）★选言判断的分类： 

依据选言判断对选言支之间关系的断定情况，选言判断分为相容选言判断和不相容选言判断。 

 相容选言判断 不相容选言判断 

选言支 选言支所断定的对象情况可以同时并存 
选言支所断定的对象情况只能有一种存

在，不能有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情况并存 

常用联结

项 

“或者”“或者……或者……” 

“是……还是……”“也许……也

许……” 

“要么……要么……”“不是……就

是……” 

“或是……或是……（二者不可兼得）二

者必居其一” 

真假 

一个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

言支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也可以都是

真的。如果没有选言支是真的，这个相

容选言判断就是假的。 

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

言支中有而且只能有一个是真的。如果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言支是真的，或者没

有选言支是真的，这个不相容选言判断就

是假的。 

（4）正确运用选言判断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表达关于对象的各种可能的情况，而且能

够明确解决问题的范围和途径。 

（5）正确运用选言判断应注意的问题：①要根据认识对象的实际情况，确定应该使用相容还是不

相容选言判断，不能误用；②要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尽量把对象的可能情况都揭示出来，不要

遗漏有选择价值的可能情况。 

4、假言判断（条件判断）（P40-P42） 

（1）含义：假言判断是断定事物某情况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另一情况存在（或不存在）的条件

的判断。假言判断又叫条件判断。 

（2）组成： 

①前件：表示条件的判断叫作假言判断的前件。 

②后件：表示依赖这一条件而成立的判断叫作假言判断的后件。 

③联结项：“如果……那么……”“只有……才……”“……当且仅当……”等，是常用来联结

前件与后件的词项，叫作假言判断的联结项。 

（3）★假言判断的分类： 

种类 含义 特征 逻辑形式 常用联结项 例子 

充分条

件假言

判断 

反映事物情况之间

充分条件关系的判

断 

有前必有后 

无前未必无后 

如果 p， 

那么 q 

“如果…那么…”

“只要…就…” 

如果天下雨，

地面就会湿。 

必要条

件假言

判断 

反映事物情况之间

必要条件关系的判

断 

无前必无后 

有前未必有后 

只有 p， 

才有 q 

“只有…才…” 

“必须…才…” 

只有年满 18

周岁，才有选

举权。 

充分必

要条件

假言判

断 

反映事物情况之间

充分必要条件关系

的判断 

有前必有后 

无前必无后 

当且仅当

p，则 q 
“…当且仅当…” 

一个数是偶

数，当且仅当，

这个数能被 2

整除。 

 

 



（4）正确运用假言判断的实质： 

①假言判断既然是反映事物情况之间条件关系的判断，它的真假就不取决于前件、后件本身的真

假，而取决于判断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条件关系能否成立。 

②有时，前件和后件都是假的，但事物情况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条件关系，这样的判断仍然可以

是真的。 

（5）★正确运用假言判断的前提：掌握假言判断前件和后件所揭示的事物情况之间的条件关系。 

5、判断的重要性（P42） 

判断是由概念构成的，又是构成推理的基本要素。没有判断就不能明确概念，没有判断也不能进

行推理。在逻辑思维中，正确运用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附：六种复合判断的真假值 

 
 

第六课 掌握演绎推理方法 

第一框 推理与演绎推理概述 

1、判断形成的两条途径（P44） 

①一是通过实践，直接对对象进行观察或调查，然后作出判断； 

②二是借助已有的判断，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个新的判断。（推理） 

【阳阳老师说明】判断形成的途径有两条，但是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践。 

2、推理（P44） 

（1）含义：从一个或几个已有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叫作推理。 

（2）构成：（推理由前提和结论两部分构成。）推理所依据的已有的判断叫作推理的前提，推出

的新判断叫作推理的结论。 

（3）推理结构：推理的结论是由前提推出来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逻辑联系方式，这

种逻辑联系方式叫作推理结构。 

3、★推理的分类（P44） 

（1）在哲学认识论中，人们依据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认识来区分推理的种类： 

①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 

②归纳推理是从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 

③类比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或从个别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 



（2）形式逻辑从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的角度，将推理分为必然推理和或然推理。 

①演绎推理和完全归纳推理是必然推理。②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是或然推理。 

4、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及意义（P44） 

（1）研究对象：形式逻辑不研究每个推理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具体内容，而把推理结构作为自己

的研究对象 

（2）意义：告诉人们正确的思维应该运用怎样的推理结构，以及运用推理结构时应该遵循哪些规

则，进而帮助人们识别什么样的推理结构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推理结构是不正确的。 

5、★演绎推理（P44、P45） 

（1）含义：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演绎推理是力求从前提必然地得出

结论的推理。 

（2）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①一是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是真实的判断。②二是推理结构正确。 

6、掌握演绎推理方法的作用（P45） 

（1）实质：形式逻辑研究演绎推理，是从推理结构方面揭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的必然联系，便于

人们掌握正确的演绎推理的方法。（演绎推理是形式逻辑的核心内容。P43 蓝字） 

（2）意义：掌握演绎推理的方法，对人们保持思维的严密性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框 简单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1、性质判断换质推理（换质法）（P46） 

（1）含义：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质”而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推理。 

（2）★换质推理的规则： 

①推理时不改变前提判断的主项和量项。 

②改变前提判断的质，即把肯定判断变为否定判断，把否定判断变为肯定判断。 

③找出与前提判断的谓项相矛盾的概念，用它作为结论判断的谓项。 

2、性质判断换位推理（换位法）（P47） 

（1）含义：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主项和谓项的位置而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推理。 

（2）主项谓项周延问题： 

①周延：一个性质判断如果断定了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这个主项或谓项就是周延的。 

②不周延：没有断定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这个主项或谓项就是不周延的。 

③主项和谓项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其外延断定情况的变化。 

【★六种性质判断的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性情况】 

判断种类 主项 谓项 记忆口诀 

全称肯定判断 周延 不周延 

①主项看量项： 

全、单称周延，特称不周延。 

②谓项看联项： 

否定周延，肯定不周延。 

全称否定判断 周延 周延 

特称肯定判断 不周延 不周延 

特称否定判断 不周延 周延 

单称肯定判断 周延 不周延 

单称否定判断 周延 周延 

六种性质判断换位推理技巧： 

①可以直接进行换位推理的是：全否、特肯、单否 

②不能直接换位，但可以进行换位推理的是：全肯、单肯 

③不能进行换位推理的是：特否 

 



（3）★换位推理的规则： 

①推理时不改变前提判断的联项。前提判断是肯定的，换位后还是肯定的；前提判断是否定的，

换位后仍为否定的。 

②将前提判断的主项和谓项的位置互换。 

③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换位后也不能周延。 

3、性质判断换质位推理的使用及意义（P48） 

①在思维活动中，我们可以将换质法和换位法结合起来运用，即进行换质位推理或换位质推理。 

②正确地运用这种推理结构，不仅可以起到变换语句形式或语气的作用，而且可以起到调整或强

调认识重点的作用。 

4、三段论推理的含义（P49） 

三段论是演绎推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以两个已知的性质判断为前提，借助一个共同的项推出

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推理。 

5、三段论推理的结构（P49） 

（1）大项、小项、中项： 

①“大项(P)”：结论中的谓项； 

②“小项(S)”：结论中的主项； 

③“中项(M)”：结论中不出现而在前提中出现两次的那个项。 

（2）前提： 

①大前提：包含大项的前提； 

②小前提：包含小项的前提。 

（3）大项、小项和中项的关系：三段论的大项和小项在前提中并没有直接发生联系，只是分别和

中项有一定的关系，通过中项这个媒介，大项和小项才有了一定的联系，构成了三段论的结论。 

6、★正确进行三段论推理的规则（P49-P51） 

三段论的逻辑规则 逻辑错误 举例 

①一个形式结构正确的三段论只能有

三个不同的项。（推理项的数量） 
四概念 

物质是不灭的，粉笔是物质，所以，粉

笔是不灭的。 

②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中项） 中项不周延 
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小王是青年人，

所以，小王是共青团员。 

③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

延（大项和小项） 

大项不当扩大 

小项不当扩大 

班干部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我不是班干

部，所以，我不用有集体荣誉感。 

玉米是高产农作物，玉米是杂粮，所以，

杂粮是高产农作物。 

④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 双否定前提 
所有的自然数不是负数，所有小数不是

自然数，所以，所有小数是负数。 

凡是符合这些规则的三段论，其推理结构就是正确的；违反其中任何一个规则，其推理结构都是

不正确的。 

7、学习三段论推理规则的意义（P51） 

三段论是生活和工作中常用的推理类型。我们只有熟知其推理的规则，才能自觉地避免这类推理

中的逻辑错误，进而揭露诡辩，维护真理。 



第三框 复合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1、联言推理（P52） 

（1）含义：联言推理是依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联言推理的有效式： 

形式 依据 推理方法 例子 

合成式 

如果所有的联

言支都是真

的，联言判断

就是真的。 

如果联言推理的前提分别断

定了各个联言支是真的，它

的结论就能够断定由这些联

言支所构成的联言判断是真

的。 

实现中国梦需要我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需要你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需要他的努力， 

所以，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你他的共同努

力。 

分解式 

如果一个联言

判断是真的，

它的联言支就

都是真的。 

联言推理的前提断定联言判

断是真的，它的结论就能够

断定这个联言判断的联言支

是真的。 

警察职业是神圣的，光荣的，危险的。 

所以，警察的职业是神圣的。 

所以，警察的职业是光荣的。 

所以，警察的职业是危险的。 

2、选言推理（P53） 

（1）含义：选言推理是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相容选言推理的推理方法： 

相容选言 推理方法 例子 

  

否定肯定式 

（有效式） 

一个相容的选言判断，断定其选言支中

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因此，一个相容的

选言推理的正确的推理结构，只能是否

定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

论肯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一个语句错误，或是不合语法，或是不合

实际，或是不合逻辑， 

这个语句是合语法的， 

所以，这个语句错误，或是不合实际，或

是不合逻辑。 

肯定否定式 

（无效式） 

由于相容的选言判断只断定其选言支

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在进行相容的选言

推理时，如果肯定了选言判断前提中的

一部分选言支，结论就不能必然地否定

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一个语句错误，或是不合语法，或是不合

实际，或是不合逻辑， 

这个语句是不合语法的， 

所以，这个语句是合乎实际和合乎逻辑的。 

（3）★不相容选言推理的推理方法： 

不相容选言 推理方法 例子 

否定肯定式

（有效式） 

如果否定了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

支，结论就可以肯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

支。 

要么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要么

人们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社会发展史充分证明绝不是人们的意

识决定社会存在， 

所以，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肯定否定式

（有效式） 

如果肯定了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

支，结论就可以否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

支。 

某个实数，要么它是有理数，要么它

是无理数， 

这个实数是有理数， 

所以，这个实数不是无理数。 

 

 



3、假言推理（P54-P57） 

（1）含义：假言推理是依据假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类型： 

假言推理分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和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推理依据 推理有效式 推理规则 

充分条

件假言

推理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所断定

的前件和后件的关系是：前

件真，后件就一定真。反过

来看，后件假，前件就一定

假。 

肯定前件式 

否定后件式 

如果肯定了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可以

肯定假言判断的后件；如果否定了假言判

断的后件，结论就可以否定假言判断的前

件。 

必要条

件假言

推理 

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所断定

的前件和后件的关系是：前

件假，后件就一定假。反过

来看，后件真，前件就一定

真。 

否定前件式 

肯定后件式 

如果否定了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可以

否定假言判断的后件；如果肯定了假言判

断的后件，结论就可以肯定假言判断的前

件。 

充分必

要条件

假言推

理 

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所

断定的前件和后件的关系

是：前件真，后件就一定真；

前件假，后件就一定假。反

过来看，后件真，前件就一

定真；后件假，前件就一定

假。 

肯定前件式 

肯定后件式 

否定前件式 

否定后件式 

如果肯定了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可以

肯定假言判断的后件；如果肯定了假言判

断的后件，结论就可以肯定假言判断的前

件；如果否定了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

可以否定假言判断的后件；如果否定了假

言判断的后件，结论就可以否定假言判断

的前件。 

4、运用假言推理的意义（P57） 

①事物情况之间的条件联系体现着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 

②依据正确反映事物情况之间条件联系的假言判断进行假言推理，人们可以推断出新的情况，可

以预见事物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创造必要的前提。 

5、演绎推理的要求（P58） 

①演绎推理是必然推理，是力求从真前提保证推出真结论的推理。 

②这种“保证”是在遵循演绎推理的规则下得以实现的。演绎推理的规则是人们通过无数次实践

认识到的。违背演绎推理的规则，就不能保证从真前提必然推出真结论。 

【总结：假言推理的正确推理结构】 

 举例 肯定前件式 否定前件式 肯定后件式 否定后件式 

充分条件 

假言推理 

如果下雨， 

地面就会湿 

√天下雨 

地一定湿 
  

√地没湿 

天一定没下雨 

必要条件 

假言推理 

只有年满十八

周岁，才有选举

权 

 

√未满十八

岁，一定没选

举权 

√有选举权，

一定满十八岁 
 



充分必要 

条件 

假言推理 

一个数是偶数，

当且仅当，这个

数能被 2 整除 

√ √ √ √ 

第七课 学会归纳与类比推理 

第一框 归纳推理及其方法 

1、归纳推理（P60） 

（1）含义：以这些个别性或特殊性知识为前提，推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推理形式叫作归纳推理。 

（2）类型： 

①完全归纳推理：前提遍及认识的全部对象。 

②不完全归纳推理：前提不涉及认识的全部对象，而只涉及其部分对象。 

2、完全归纳推理（P60） 

（1）含义：完全归纳推理对某类认识对象中每个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都进行了考察，从而

推出该类全部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 

（2）特征：由于这种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保真关系，它不属于逻辑推理分类中的或然推理。 

3、不完全归纳推理（P61-P62） 

（1）必要性：①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由于有的认识对象太复杂，人们的精力、能力和认识的条

件有限，无法对它们中的每个对象都进行考察，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也没有必要对认识对

象的每种情况都进行考察。②凭借思维的能动性，人们不对认识对象中的全部情况逐一进行考察，

只考察其中的部分情况，往往也能得出一般性结论。 

（2）含义：不完全归纳推理是根据某类认识对象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

全部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归纳推理。 

（3）逻辑错误：只根据一两件事实材料就简单地得出一般性结论，还认为结论一定可靠，这样的

不完全归纳推理犯有“轻率概括”的逻辑错误。 

（4）类型：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和科学归纳推理。 

（5）局限性：由于它没有对前提中的每个对象的情况都进行考察，就得出一般性结论，这种推理

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 

4、★保证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真实可靠的条件（P62） 

①断定个别对象情况的每个前提都是真实的；②所涉及的认识对象，一个都不能遗漏。 

5、提高不完全归纳推理可靠性的要求（P62） 

需要在认识对象与有关现象之间寻找因果联系。（以及考察更多的认识对象） 

6、因果联系（P62-P63） 

（1）含义：因果联系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因果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 

（2）★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等。 

①求同法。如果被考察的现象 a 出现在多个场合中，而在这些场合中只有一个有关因素 A 是共同

的，那么，这个共同因素 A 与被考察的现象 a 有因果联系。 

②求异法。如果被考察的现象 a 在第一场合出现，在第二场合不出现，而在这两个场合之间只有

一点不同，即第一场合有某一因素 A，第二场合没有这个因素 A，其他有关因素都是相同的，那么，

这个因素 A 与被考察的现象 a 有因果联系。 

③共变法。如果被考察的现象 a 在发生某种程度变化的各个场合中，只有一个因素 A 有量的变化，

而其他因素都不变，那么，这唯一发生变化的因素 A 与被考察的现象 a 有因果联系。 



④求同求异并用法：如果在某一现象出现的几个场合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情况，在这一现象不出

现的另外几个场合中都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是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 

⑤剩余法：我们考察某一复杂现象产生的原因，如果已知它的原因在某个特定范围内，又知道这

个原因只是部分原因，那么，其他原因可能就是这一复杂现象产生的剩余原因。 

第二框 类比推理及其方法 

1、类比推理（P64-P65） 

（1）含义：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

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2）★客观依据：客观事物及其属性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事物属性之间的

内在联系，是类比推理的客观依据。 

（3）逻辑错误：不能仅仅根据对象间表面上某些性质相同或相似，就推出它们在本质属性上也相

同或相似。否则，就容易犯“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 

（4）运用类比推理时应注意的问题：类比推理是或然推理。由于事物属性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

异性，从两个或两类事物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就推出它们在另外的方面也相同或相似，其前提与

结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运用类比推理时，我们应该注意提高其可靠程度。 

2、类比与比较、比喻的关系（P64） 

 类比 比较 比喻 

  

区

别 

基

础 

是在比较的基础

上 
 是在比较的基础上 

性

质 
它是一种推理 它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方法 是一种修辞手法 

目

的 
得出新知识 

认识两类对象之间的相同点和

不同点 

生动形象地描写或说明认识对

象 

联系 类比和比喻都以比较为基础。类比要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 

3、类比推理的方法（P65） 

（1）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模拟方法是一种类比推理方法。 

（2）从思维的角度说，类比推理既可以在对象的要素和结构之间进行类比（结构类比），也可以

在对象的功能之间进行类比（功能类比），还可以从导致对象某种功能的条件方面进行类比（条

件类比）。 

4、★提高类比推理可靠程度的要求（P66） 

①类比的根据越多越好。前提中确认对象的相同或相似属性越多，意味着它们所属的类别可能越

相近，结论的可靠性越高。 

②作为类比推理根据的相同属性越是接近本质属性，相同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

结论的可靠程度就越高。 

③前提中确认的属性不应该有与结论相互排斥的属性。一旦前提中出现与结论相互排斥的属性，

就不能推出结论。 

5、类比推理的作用（P66） 

①类比推理在科学技术创新中具有前锋的作用。 

②在日常论证说理中，类比推理可以帮助我们创新性地解决他人思想上的困惑，纠正他人认识中

的错误。 

 



6、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的实质和作用（P67） 

（1）实质：归纳推理（除完全归纳推理外）和类比推理是或然推理，是不能保证从真前提推出真

结论的推理。 

（2）作用：归纳推理在帮助人们发现认识对象的规律方面，类比推理在帮助人们获取新知识方面，

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在实践中，人们总是将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结合在一起使用。只

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不同推理类型的思维功能。 

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第八课 把握辩证分合 

第一框 辩证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1、形而上学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含义（P73） 

（1）形而上学思维：认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事物之间的界限都是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并把

这种看法变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 

（2）★辩证思维：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其实质和核心是运用矛盾分

析方法，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 

2、辩证思维的发展历程（P74） 

①古代朴素的辩证思维； 

②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思维；（开始自觉地、系统地研究辩证思维） 

③科学形态的辩证思维；（马克思和恩格斯） 

④随着社会实践和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研究复杂大系统的系统科学的兴起与发展，辩证思维

学说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3、★辩证思维的特征（P74-P75） 

（1）整体性是辩证思维的重要特征。 

①原因：任何认识对象都是由它的各个要素、各种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 

②含义：辩证思维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将认识对象的各个要素、各种联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

头脑中再现出来，并从整体角度去思考如何解决问题。 

③作用：A.整体性的辩证思维能够科学地处理“此”与“彼”之间的关系。事物之间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联系。B.辩证思维能够科学地处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C.辩证思维的整体是有层次之

分的。辩证思维是把多层次、多视角的认识综合起来，整体性地思考问题的。 

（2）动态性是辩证思维的又一重要特征。 

①原因：客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人们的思维要正确地反映事物实际存在的过程，就必须以动态

的方式去思考认识对象。 

②含义：用动态性的辩证思维看问题，就是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用矛盾运动的观点看问题。 

③要求：我们不仅要考察事物的现状和历史，而且要想到事物的未来。 

④作用：动态性的辩证思维能够科学地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 

4、辩证思维的整体性和动态性的辩证性质（P76） 

①辩证思维强调整体性，但不排斥局部的独立性；辩证思维强调动态性，但不排斥相对的静态性。 

②辩证思维在整体性与独立性、动态性与静态性的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 

5、★辩证思维与诡辩论的根本区别（P76） 

辩证思维用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凡未经实践检验的认识，决不能轻信和盲从。这是辩证思维同唯

心主义诡辩论的根本区别。 

 

 



6、学习辩证思维的意义（P76） 

学会辩证思维，我们就能对事物看得全、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活、看得真。辩证思维会使我们

充满智慧。 

第二框 分析与综合及其辩证关系 

1、分析（P76） 

（1）含义：分析就是把认识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各个层次，或者把认识对象的复杂

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分别加以认识的一种思维方法。 

（2）常用的分析方法： 

 具体方法 解决问题 

科学研究 

①定性分析 “有没有”“是不是” 

②定量分析 量“有多少” 

③功能分析 “有什么作用” 

④因果分析 “为什么” 

社会生活 对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 认清社会发展规律趋势 

哲学：最高层

次、最具概括

性的分析 

辩证唯物主义阐明了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

性的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 

在实践中抓住重点问题，认清

事物性质 

（3）分析的优缺点： 

①优点：分析方法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点”上，力图把具体的“点”认识透彻，其优点是精

确。 

②缺点：如果认识只局限在问题的“点”上，就难免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 

2、综合（P78） 

（1）含义：综合是一种把认识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各个层次和不同发展阶段，按照其固

有的联系联结和统一起来进行考察的思维方法。 

（2）综合思维的方法及目的： 

认识领域 科学研究中的综合 哲学中的综合 

常用方法 结构综合和功能综合 辩证分析与综合的方法 

目的 
获得对研究对象整体结构、所具功能的认识，从整

体上把握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 

旨在把握物质世界的本质和事

物发展的普遍规律。 

（3）综合的优缺点： 

①优点：综合方法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上。整体性是综合方法的重要特征。 

②缺点：任何一次综合的结果都只是对认识对象相对完整的认识，只是对现实原型的近似描述。 

3、★分析与综合的辩证关系（P79） 

（1）原理：①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先导；②分析为综合做准备，而综合的结果又指

导人们继续对事物进行新的分析。③在辩证思维中，分析与综合是方向相反却相辅相成的对立统

一的关系。 

（2）实质：辩证的分析与综合是客观事物的矛盾在思维中的反映。辩证的分析与综合方法是矛盾

分析法的体现。 

（3）要求：①要在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整体，在综合得到的整体中指导分析。②我们要学会

在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中，推动认识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第九课 理解质量互变 

第一框 认识质量互变规律 

1、质（P80） 

（1）含义：质是一事物成为自身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内部固有的规定性。 

（2）质的规定性：此物之所以为此物，并区别于他物，就是由于它具有自身的质的规定性，一旦

丧失了自己固有的质的规定性，它就不是原来的此物而变成了他物。 

2、量（P81） 

（1）含义：量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数量表示的规定性，以及事物构成

因素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方式。 

（2）量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不同于质的规定性，在一定范围内量的增减并不影响某物之为某物。 

（3）量总是一定事物的量：离开具体事物的“纯粹”的量，只存在于思维的抽象中。 

3、量变和质变（P81） 

量变与质变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量变即量的变化，质变即质的变化。 

4、★质量互变规律（P81-P82） 

（1）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体现并保存量变的成果，并为新的

量变开辟道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是辩证的。事物的矛盾运动表现为量变与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2）要求：以统一性的观念正确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渐进性与飞跃性、连续性与

间断性的关系。 

5、连续性、渐进性和间断性、飞跃性（P82） 

（1）连续性与渐进性的含义：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是指事物只是在量上发生了变化，表现在

现实中就是这一事物还是它自身，是事物发展中的渐进性过程。 

（2）间断性与飞跃性的含义：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是指事物在质上发生了变化，是从旧质到

新质的飞跃，是渐进性过程的中断，或连续性的间断。这个过程不是事物停止了发展，而是打破

旧的质的规定性而代之以新的质的规定性，表现在现实中就是出现了新事物。 

（3）关系：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性与飞跃性、连续性与间断性也是相互区别又相互包含的。 

①相互区别：渐进性与连续性的每一步进展都是对自己的破坏，都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即飞跃性

与间断性。 

②相互包含：正是因为有渐进性与连续性的积累，才产生了飞跃性与间断性，所以，飞跃性与间

断性包含着渐进性与连续性。 

6、遵循质量互变规律的意义（P82） 

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与质变，正确地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性与飞跃性、连续

性与间断性，对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遵循事物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框 把握适度原则 

1、度（P83） 

（1）含义：度是一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的量的限度。 

（2）重要性：在度的范围内，质与量相互结合、相互规定。当量的变化达到或超出定量限度时，

事物就开始发生质的转化。 

2、关节点（P83） 

（1）度与关节点的关系：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关节点或临界点，度是关节点范围内的幅度。 

（2）含义：关节点是事物量变达到的极限，是引起质变的节点。 

 

 



3、适度原则（P83-P84） 

（1）含义：从思维方式上说，适度原则就是要在“度”的范围内寻求和把握事物发展的适当程度

的原则。适当就是幅度“得当”，而不是“失当”。 

（2）遵循适度原则的原因：①★事物的变化是发生在度的范围之内还是超出度的范围，这是区分

量变与质变的根本标志。②在度的范围之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质规定着量的运动范围和变化

幅度；超出这个范围，事物的质就发生变化，质与量的统一就会破裂。②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的

事物特定的质，应当把事物的变化控制在度的范围内，防止过犹不及。 

（3）★把握适度原则的要求： 

①适度原则要求我们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把握好“分寸”，不犯极端化的错误。 

②遵循适度原则，并不只是被动地适应事物的存在状态，而是包含着积极地认识和推动事物发展

到最佳的状态。 

③要改变我们不需要的事物的特定的质，就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事物量的变化，并使其向度

的边缘不断发展，使该物转化为他物。（阳阳老师说明：“积极创造条件”后可简写成“促成事

物的质变”） 

第十课 推动认识发展 

第一框 不作简单肯定或否定 

1、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含义（P85） 

（1）肯定方面：是事物保持自身存在的方面，即肯定这一事物为它自身的方面。 

（2）否定方面：是促使该事物灭亡的方面，即促使它转化为他事物的方面。 

2、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辩证关系（P85-P86） 

（1）辩证关系： 

①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 

②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是对立的。（肯定方面维持着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当肯定方面

处于优势时，事物就会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当否定方面在事物发展中取得支配地位

时，事物就会改变自己的根本性质，实现对自身的否定。） 

③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又是统一的。（A.肯定中包含否定。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肯定性

的因素和否定性的因素，二者的对立与斗争必然使事物的发展进入自我否定阶段，并因自我否定

而自我更新。B.否定中包含肯定。否定并不是全盘否定，矛盾斗争的结果并不是将矛盾双方消解

为虚无，而是产生新的规定性。这种包含肯定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 

（2）要求：我们看待事物、解决问题就不能简单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否则，就会陷于主观的、

极端的思维方式，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3、辩证的否定的特点（P87） 

①辩证的否定具有肯定与否定的双重性。 

②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肯定阶段来说，否定阶段是较后也是较高的环节。它包含着肯定，

同时又具有比肯定更为丰富的内容，更能体现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4、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的要求（P87） 

①坚持辩证的否定观，要深刻把握肯定与否定之间的辩证关系。 

②作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是对旧事物整体、旧矛盾统一体的否定。 

③否定中所包含的肯定是对旧事物整体、旧矛盾统一体中合理因素的肯定与保留；即使对合理因

素的保留，也是经过改造，把它们包含在新事物之中。 

 

 



第二框 体会认识发展的历程 

1、感性具体（P88） 

（1）含义：感性具体的认识，是一种直观的整体表象，是事物多种多样的现象和外部联系在头脑

中的反映。 

（2）局限：感性具体虽然是对事物整体的认识，但它只停留在事物的外部形象上，还没有揭示事

物的内部联系和本质，没有把握本质与现象相统一的事物整体，因而它对事物的认识还不完全。 

2、思维抽象（P88） 

（1）含义：思维抽象是指从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中抽取某一方面的本质规定，或者从其个性中

抽取共性的思维活动。 

（2）目的与内容：抽象，既可以从事物整体中抽取某一部分，抽取事物某一方面质的规定性，也

可以从事物个性中抽取某种共性，等等。 

（3）★思维抽象的环节： 

①分离——思维抽象的起始环节，是暂时不考虑研究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各式各样的

联系，而将其与其他对象分割开来、从与其他对象的联系中抽离出来。 

②提纯——思维抽象的关键环节，是在思想中排除那些干扰人们认识的因素，以便在某种单一的

状态下研究事物某一方面的性质和规律。 

③简略化——表述思维抽象结果的环节，是对单一状态下的认识事物的结果进行简要化处理，或

对认识结果的一种简略表达。 

④理想化——思维抽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思维中对认识对象存在状态的纯然构想。 

（4）思维抽象的局限性：①人们通过思维抽象形成的是对事物零散的、片面的认识，还不能把握

事物整体的本质和规律。②认识不能停留在思维抽象阶段。要在思想中再现活生生的、内容丰富

的具体事物，认识必须发展到思维具体。 

3、思维具体（P90） 

（1）含义：思维具体是指在理性认识的层次上反映事物具体整体的认识，是人们在思维中把事物

各个方面的本质规定按照其内在联系综合起来，形成关于事物整体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2）特征（表现）：它是多样性统一的事物整体在思维中的再现，表现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概

念。思维具体是思维活动的结果，而不是起点。 

（3）★从思维抽象发展到思维具体的环节： 

①起点：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上升起点。这样的起点应是某一认识领域里最简单、最基本的概念，

是对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的反映。 

②桥梁：随着认识的发展，起点中所包含的种种矛盾会逐一展现出来。这些一一展现出来的矛盾

是认识发展的环节，也是思维从抽象逐步走向具体的桥梁。 

③终点：思维从最一般的抽象规定开始，通过各个上升环节，达到再现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最终

完成的思维具体是飞跃的终点，它是对认识对象整体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4、不同思维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P91） 

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思维过程的这两个阶段相互依赖、不可分割。 

第四单元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 

第十一课 创新思维要善于联想 

第一框 创新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1、★创新思维的含义（P96） 

科学思维所说的创新思维，不是泛指所有思维都具有的能动性，而是特指人们在实践中破除迷信、

超越陈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的思维活动。 



2、创新思维的产生条件（客观基础）（P97） 

①创新思维要以实践为基础。 

②创新思维离不开对前人和他人已有成果的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破旧立新，才能更好地实现创

新。 

3、创新思维与其它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P97） 

①就思维方式而言，创新思维中既有前面已经介绍过的逻辑思维活动，也有想象等非逻辑思维的

活动； 

②既要运用常规的思维方法，也要运用一些非常规的思维方法，如逆向思维方法等。 

4、★创新思维的特征（P97-P98） 

①创新思维的思路具有多向性。（明显特征）当问题出现之后，思维会从不同的方面、层次、条

件等构思多种设想，探试多个答案。 

②创新思维的步骤具有跨越性。创新思维往往表现为对推理步骤的省略或跨越，有时凭直觉、灵

感。 

③创新思维的结果具有独特性。用独特而巧妙的方法解决问题。 

5、创新思维的“新”的表现（P98） 

①思路新，突破陈规看问题，另辟蹊径想问题。 

②方法新，不局限于常规方法，敢用新手段，试用新工具，因为方法得当而事半功倍。 

③结果新，凡是创新思维的成果，总有其新颖独到之处。 

6、创新思维的检验标准：经得起实践的反复验证（P98） 

第二框 联想思维的含义与方法 

1、★联想思维的含义（P99） 

联想思维就是将记忆中对不同事物的认识进行联结与思考的思维活动。 

2、联想思维的特征（P100） 

①联想思维具有跨越的联结性。从形式上看，联想思维既可以将对相关对象的认识联系在一起，

也可以将对看似不相关对象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其联结方式具有非连续的跨越性。 

②联想思维具有非逻辑制约的畅想性。思维在联想时之所以会发生跨越性的联结，将对看似不相

关对象的认识“荒唐”地联系起来，是思维发挥了非逻辑制约的畅想功能。联想思维的“畅想”，

包含着构想、想象甚至是幻想。 

3、联想思维的评价依据和提高途径（P100） 

（1）评价依据：思维在联想时的“联结”速度和“畅想”得到的结果的数量，是衡量联想思维水

平和能力的重要依据。 

（2）提高途径：自觉地进行联想思维训练，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地运用联想思维，是提高联想思

维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 

4、联想思维的方法（P101-P102） 

（一）迁移——联想思维的“联结”方式 

（1）含义：联想思维中的迁移，是将不同认识对象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位置变迁与功能移植，以

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2）方式：在功能上有发挥促进作用的正迁移，也有发挥阻碍作用的负迁移；可以将原有的认知

经验直接应用到其他工作之中进行同化性迁移，也可以调整原有的经验或对新旧经验加以概括，

形成一种能包容新旧经验的更高一级的认知结构，以适应新情况的顺应性迁移。 

 



（3）★作用：①迁移可以为创新思维开拓可能的思路。②迁移能够为创新思维搭建由此及彼的桥

梁。 

（二）想象——联想思维的“畅想”方式 

（1）含义：想象是在头脑中对已有的事物表象进行加工、改造，通过重新组合而产生新的事物形

象的思维过程。 

（2）特点：想象以通过感知形成的表象为基本材料，但不是表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对表象进行积

极的再加工、再组合，所产生的主观形象不一定直接反映现实对象。 

（3）类型：①无意想象：没有预定目标的想象。②有意想象：在意识的控制下，按照一定的目的

自觉进行的想象。 

（4）想象方式： 

 形象化的想象 “假如”式想象 

含义 
把抽象的思想、概念形象化，按照有意想象的

要求去思考，是一种形象化的想象。 

将与事实相反的情况作为事物发展的一

种条件，仿照事物之间的条件关系，推测

事物发展的可能前景。 

作用 

这种想象可以填补经验知识的空白，帮助人们

找出不同对象之间可能具有的关联，还可以给

抽象的认识对象建立起富有创造性的新形象。 

这种想象有助于打破人们对事物原有联

系方式认识的局限性，帮助人们创造出多

种多样的“虚拟世界”，丰富人们的认识

内容和精神世界。 

（5）★想象的作用：①想象可以帮助人们明确创新思维的目标。②想象可以促使人们以更高涨的

热情和坚忍的意志投入创新活动之中。 

5、创新思维与联想、迁移和想象的关系（P103） 

①联想是创新思维的基础，迁移和想象是思维展开联想的重要方式。 

②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发联想的基础上，自觉地加以训练，那将有助于提高联想思维的质量，提升

创新思维的能力和水平。 

第十二课 创新思维要多路探索 

第一框 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方法 

1、发散思维（P104-P107） 

（1）★含义：发散思维是根据已知的事物信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思考，以寻求解决问

题的多样性答案的思维方式。 

（2）特点：发散思维是从一个出发点向四面八方想，向新奇、独特之处想，是扩散、辐射。 

（3）思维技法： 

①检核表法。主要是通过对所设想问题的几个方面进行详细检查，从看似“毫无问题”的事物中

找到思维创新的突破口，以求产生创新的思路。这一技法主要从他用、借用、改变、扩大、缩小、

代替、调整、颠倒、组合 9 个方面进行思维发散。 

②信息交合法。利用已有的或引进的事物信息，通过列举的方法，将不同信息有目的地进行组合，

以产生新的思路。 

③头脑风暴法。是一种集思广益的群体思维发散技法。它以会议的形式开展，要求有人主持会议，

会议有讨论的主题。在会议进入自由畅想阶段，不宜过早地评判他人的设想，以利于其他设想能

够顺利地产生。这种会议的原则是“延迟评判”“以量求质”。 

（4）发散思维的作用：发散思维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发现新问题，而且能为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众

多新设想。 



2、聚合思维（P107-P108） 

（1）★含义：聚合思维是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把众多信息逐步引导到条理化的逻辑思路中，

以便得出合乎逻辑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2）特点：聚合思维是从四面八方向一个目标点想，向联系、共同之处想，是收敛、集中。 

（3）思维技法：比较、分析、抽象、归纳、演绎、综合等 

3、★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的辩证关系（P108） 

①事物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是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的客观基础。 

②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认识对象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在思维活动中的体现。 

③解决复杂问题，往往需要人们的思维结合实际情况，反复地“发散—聚合—发散—聚合”。 

④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是创新思维的两翼，只有在两翼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下，事情才能

办好，科学才能进步，真理才能发展。 

第二框 逆向思维的含义与作用 

1、逆向思维的含义和特点（P109） 

（1）含义：一切与原有的思路方向相反的思路都可以叫作逆向思维。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中，

逆向思维就是反向求索，或者称为反向法。 

（2）★特点：逆向思维是人们从过去所把握的事物原理的反面、构成要素的反面、功能结构的反

面等，去思考、去求索，以实现创新的目的。 

2、★逆向思维的主要方法（P109-P110） 

①对事物结构顺序的已有认识进行反向思考。（左右、上下、前后、正反、内外、大小、对称与

不对称、平面与立体、方形与圆形、管理与被管理、约束与被约束） 

②对已有的有关事物存在状态的认识作转换性思考。（动与静、冷与热、甜与苦、吸引与排斥、

模糊与精细） 

③对已有的有关事物功能的认识作反向思考。（有用与无用、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功能反向转

化） 

④对已有的有关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认识作交换性思考。 

3、★逆向思维应注意的问题（P111-P112） 

①逆向思维应当合“理”。 

②我们只有掌握了正向思维的“正”，才能够合理有效地进行逆向思维的“逆”。 

③正逆互补，携手共进。 

4、创新思维过程需要运用多向的思维方法（四种思维的辩证关系）（P112） 

（1）目的：在创新思维过程中，人们运用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逆向思维与正向思维等多向的思

维方法，目的在于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认识事物，以求获得常规思路难以得到的新认识。 

（2）联系：不同方向的思维方法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第十三课 创新思维要力求超前 

第一框 超前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1、超前思维（P114-P116） 

（1）含义：超前思维是在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事物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从事物发展的现实

情况出发，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发展状态，运用合理的推理和想象，判断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思维

形态。 

（2）表现：“先知先觉”是超前思维的表现。 

（3）思想条件：超前思维是有超前意识的思维。超前意识是不满足于现状的意识，是居安思危的

意识，是自觉地站得更高、看得更远的意识，是追求事物发展更好、更优、更强的意识。 



（4）超前意识的基本品质：善于反思、勇于质疑是超前意识的基本品质。 

（5）★超前思维的特征： 

①超前思维具有探索性。超前思维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把握之上，却又不局限于事

物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状况，而是对认识中落后的、过时的、丧失优势的东西予以否定，肯定其

中进步的、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想事物发展的可能的趋势。 

②超前思维具有预测性。超前思维超越了事物发展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以及事物发展的具体环节，

在头脑中推想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相对于事物的现状而言，超前思维的结果具有“事先得知”

的特征。 

③超前思维具有不确定性。超前思维指向未来，但未来并不是现实的单向直线的延伸，而是存在

多向变化的可能性。事物发展的具体状况不一定完全按照人们事先预测的方式展开。（提高超前

思维预测推断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要求：需要人们立足实践活动，充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规律，

创造有利的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们预测的方向发展。） 

第二框 超前思维的方法与意义 

1、超前思维的方法（P116-P117） 

①超前思维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把握了事物发展

的内在矛盾，才能对事物发展的状况和趋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见。 

②超前思维要运用推理和想象的方法。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就需要运用推理的方法。由

于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人们难以由其过去和现在的状况必然地推知其未来，

所以需要运用想象等思维方法弥补其前提条件的不足。 

③超前思维要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事物的真实

情况。研究是对调查得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以便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有通过调查研

究，我们才能对事物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 

④要提高超前思维的正确性，需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 

2、超前思维的意义（P118） 

（1）哲学意义：①超前思维有助于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也有助于人们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

成功地改造世界。②超前思维能使人们通过前瞻性思考，把握事物发展状态，帮助人们规划和调

整思路，从而进行正确的决策，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 

（2）现实意义：培养超前意识，提高超前思维水平，利用超前思维的前瞻性功能，有利于我们规

划成长成才的方案，有利于企业开发供给侧的产品和市场，有利于社会绘制更为全面合理的服务

蓝图，有利于国家和民族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