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生活》

               

第六课：掌握演绎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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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点考向

课程标准 核心素养 考情预测

      了解推理的类
型。掌握演绎推理
的方法。学会归纳
推理、类比推理。
评析常见的推理。

科学精神：正确理解推
理的知识，提高思维能
力，树立科学精神。
公共参与：正确运用推
理的方法，自觉遵循推
理规则解决实际生活中
的问题。

       从考查形式上看，本课选择题和主
观题都有考查，而且题目难度也较大。
        从命题内容上看，推理的分类、性
质判断的推理规则（换质、换位、三段
论）、周延、复合判断的推理规则是考
查的重点。
       命题常从生活逻辑的情境出发，重
点考查演绎推理，特别是三段论和假言
推理的推理规则。



高考真题 备考建议
                  本讲选择题和主观题都有考
查，复习时关注以下命题：理
解性质判断换质位推理、三段
论推理的逻辑性质，能结合实
际事例，运用性质判断换质法、
换位法以及三段论推理方法，
进行简单判断的推理；理解联
言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
的逻辑性质，能结合实际事例，
运用复合判断的逻辑规则，进
行简单的复合判断推理，提升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掌握科
学思维方法。

二、考情透视

2024

选择题：全国卷、北京卷、浙江
卷、安徽卷、新课标Ⅱ卷、湖南
卷、山东卷、江苏卷、甘肃卷
主观题：江苏卷、北京卷、江西
卷

2023

选择题：山东卷、湖北卷、湖南
卷、海南卷、浙江卷、全国卷、
福建卷、辽宁卷
主观题：福建卷、江苏卷

2022

选择题：北京卷、海南卷、天津
卷、辽宁卷
主观题：山东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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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判断的演绎推理

复合判断的演绎推理

换质

换位

三段论
逻辑结构

基本规则

联言推理

选言推理

假言推理

相容选言

不相容选言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三、思维导图



含义

构成

推理
结构

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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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前提：推理所依据的已有的判断叫作推理的前提；
②结论：推出的新判断叫作推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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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对个别
与一般的关
系的认识

从前提与结论
之间是否有必
然联系的角度

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

必然推理

或然推理

从一般性前提→个别性结论（共性→个性、普遍→特殊
）

从个别性前提→一般性结论（个性→共性、特殊→普遍
）从一般性前提→一般性结论

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联系（真→真）

前提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真→真/假）

演绎推理是
必然推理，
归纳推理
（除完全归
纳推理外）
和类比推理
是或然推理

注意：判断形成的两条途径：①通过实践；②推理。实践是唯一来源（来源≠途径）。

由前提（已有判断）与
结论（新判断）构成

或从个别性前提→个别性结论

四、考点梳理 1、推理的含义与种类



演绎推理 归纳推理

思维过程不同 由一般到个别 由个别到一般

前提不同
一般来说，前提数量是

确定的
前提数量的多寡是不定的

结论范围不同
原则上不能超出前提所

涉及的范围
一般要超出前提所涉及的范围

结论与前提的
关系不同

结论与前提的联系是必

然的，只要前提真实，

形式有效，其结论必定

可靠。

结论与前提的联系不一定是必

然的（只有完全归纳推理的结

论与前提的联系具有必然性）。

知识拓展：区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



课堂训练：指出下列推理的类型

1、末位是0的数都能被5整除；这个数的末位是0，所以它能被5整除。

2、教材对于学生就相当于锄头对于农民、机器对于工人、武器对于军人。

3、工人更幸福了，农民更幸福了，医生更幸福，所以中国人民更幸福了。

4、由叩击木桶、凭声音估计桶里有多少酒，人们推理出叩诊方法诊断病情。

5、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和党的领导，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演绎推理、必然推理

类比推理（个别到个别）、或然推理

归纳推理、或然推理

类比推理（一般到一般）、或然推理

不是推理、是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含义

必备
条件
重点
意义

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是前提蕴涵结论的必然推理。
演绎推理是力求从前提必然地得出结论的推理。（教材新修订）
①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是真实的判断；
②推理结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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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提虚假，由前提推出的结论
就不能保证真实可靠。

如果推理结构不正确，尽管前提真实，也
不能保证推出正确的结论。

【大前提】所有中学生都是勤奋好学的，
【小前提】小张是中学生，
【结  论】小张是勤奋自律的。

假
真

不保真

【大前提】放火行为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小前提】电信诈骗不是放火行为，
【结论】电信诈骗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真
真

不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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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点梳理 2、演绎推理的逻辑要义



含义

逻辑
规则

推理
方法

又叫换质法。是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质”（肯/否）而得出一个
新判断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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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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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主项和量项不变。联项“是”改为“不是”，“不是”改为“是
”。
②谓项改为与其相矛盾的概念。

◇有些 疾病 不是 传染的。 →   有些 疾病 是 不传染的

量项 主项

不改变

联项：肯定→否定，否定→肯定

谓项：改为与其相矛盾的概念

四、考点梳理 3、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换质法



① 随地吐痰不是道德行为。 

② 有些失足青年是可以教育的。             

③ 所有物体都是运动的          

④ 有战争是正义战争        

⑤ 有干部不是称职的。           

换质： 随地吐痰是不道德行为。

换质：有些失足青年不是不可以教育的

换质：所有物体都不是不运动（静止）的

换质：有战争不是非正义战争。

换质：有干部是不称职的。

结论：是对前提的“变形”：
①主、量不变；②变性质（联项）；③换谓项。

练习：利用换质法对下列语句进行推理



含义

逻辑
规则

推理
方法

又叫换位法。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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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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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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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不改变联项。主项与谓项的位置互换。
②前提中不周延的项换位后不能周延。

◇所有  大学生  都是 足球爱好者。 →    有些 足球爱好者 是 大学生

联项
不变

主项变谓项

谓项变主项

周延 不周延

不周延 不周延

四、考点梳理 4、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换位法



项的周延
判断种类 主项 谓项 举例

全称肯定判断 周延 不周延 ◇所有老虎（     ）都是动物（     ）。
全称否定判断 周延 周延 ◇所有老虎（     ）都不是狗（     ）。
特称肯定判断 不周延 不周延 ◇有些学生（     ）是团员（     ）。
特称否定判断 不周延 周延 ◇有些人（     ）不喜欢打球（     ）。
单称肯定判断 周延 不周延 ◇小明（     ）喜欢踢足球（     ）。

单称否定判断 周延 周延 ◇这个人（     ）不是学生（     ）。

三周：
全称判断的主项
单称判断的主项
否定判断的谓项

两不周：
特称判断的主项
肯定判断的谓项

记忆口诀：周延、不周延，质、量来判断。
◇主项看量项（量），
全、单周延，特称不周延。
◇谓项看联项（质），
否定周延，肯定不周延。

周延 不周延

周延 周延

不周延 不周延

周延不周延

周延 不周延

周延 周延

核心讲解



类型 换位前 换位后 注意

全称肯定判断 所有的A都是B 有的B是A
不能直接进行换位，换位
后需转换为特称肯定判断

全称否定判断 所有的A都不是B 所有的B都不是A 可以直接进行换位

特称肯定判断 有的A是B 有的B是A 可以直接进行换位

特称否定判断 有的A不是B
有的B不是A

（A由不周延变周延）
不能进行换位

单称肯定判断 A是B 有B是A
不能直接进行换位，换位
后需转换为特称肯定判断

单称否定判断 A不是B B不是A 可以直接进行换位

知识拓展：性质判断换位推理情况

1.不能进行换位推理的是：特否。
2.不能直接换位，但处理后可以进行换位推理： 全肯、单肯。
3.可以直接进行换位推理的是：  全否、特肯、单否。



有些违法的是走私活动所有走私活动都是违法的

所有侵略战争都不是正义战争

有的金属是液体

有些人不是演员

曹操 是 军事家

刘备 不是 汉高祖

所有正义战争都不是侵略战争

有的液体是金属

不能进行换位

有军事家是曹操

汉高祖不是刘备

学以致用



将换质法和换位法结合起来运用

正确运用换质
位推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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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真金不是怕火炼的

换
质

怕火炼的不是真金

换
位

周延周延

换质位推理 换位质推理

所有无神论者都不是宗教徒

所有宗教徒都不是无神论者

换
位

所有宗教徒都是有神论者

换
质

周延周延

四、考点梳理 5、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换质法+换位法



含义

结构

三段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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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论推理和换质位推理都是性质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①大前提：包含大项的前提；
②小前提：包含小项的前提；
③结论。

①大项：结论中的谓项；
②小项：结论中的主项；
③中项：结论中不出现而在前提中出现两次的那个项。

四、考点梳理 6、三段论推理

公共场所是禁止吸烟的，

候车厅是公共场所，

所以，候车厅是禁止吸烟的。 结论

小前提

大前提
大项P

小项S

中项M

中项M

小项S 大项P

P
M

S



规则 错误 举例
一个形式结构正确的
三段论只能有三个不
同的项。

“四概念”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是群众，
所以，我是真正的英雄。

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
延一次。 “中项不周延”

优秀干部都是廉洁的，小丽是
廉洁的，所以，小丽是优秀干
部。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
结论中不得周延。

“大项不当扩大”
“小项不当扩大”

小说是文学作品，诗歌不是小
说，所以，诗歌不是文学作品。

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
必然推出结论。 “双否前提” 豹子不是老虎，猫不是豹子，

所以，猫是老虎。

四、考点梳理 6、三段论推理



1. 物质是不灭的，
   粉笔是物质，
   所以，粉笔是不灭的。 

3. 共青团员都是青年人，
   小王是青年人，
   所以，小王是共青团员。

2.歌唱家是艺术家，
  齐白石不是歌唱家，
  所以，齐白石不是艺术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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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概念错误”：
“物质”：客观实在, 

后者 : 具体物质形态

“大项不当扩大”：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结论中不得周延。

“中项不周延”：
青年人均为肯定判断的谓项。

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得出结论

练一练——找出下列句子中的逻辑规则错误



含义

逻辑
性质

推理
方法

联言推理是依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合成式

分解式

如果前提中各个联言支为真，
那么结论就为真（这个联言判
断就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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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国梦需要我你他的共同努力。

如果前提断定联言判断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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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的职业是神圣的。
→警察的职业是光荣的。
→警察的职业是危险的。

①在联言判断中，当且仅当，组成它的每个联言支都是真的,这个联言判断
才是真的。（全真才真，一假则假）
②如果有一个联言支是假的，这个联言判断就是假的。

合成式公式：  P

                      q

                  P并且q

分解式公式：P并且q

                         P

四、考点梳理 7、联言推理及其方法



以下联言推理，哪些是合成式联言推理，哪些是分解式联言推理？

①曹操是政治家,曹操是文学家,所以曹操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

②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的

人不适用于死刑，所以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③我们要减少污染，我们要解决失业问题，因此，我们将减少污染和解决
失业问题。

④毛主席曾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学点语法修辞，要学点逻辑，要学点文学，

要学点自然科学，所以，我们当干部的要学点逻辑知识。

合成式联言推理

分解式联言推理

合成式联言推理

分解式联言推理

即时训练



含义
种类 逻辑性质 有效式 推理方法 举例

选言推理是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相容
选言
推理

不
相容
选言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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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相容选
言判断是真的，
要求它的选言
支中有且只有
一个是真的。

否定肯定式

肯定否定式
（无效式）

肯定否定式

否定肯定式

否定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
论就可以肯定剩下的选言支。

肯定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
论不能必然地否定剩下的选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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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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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或者你说错了，或者你听错
了。
你没有说错，所以我听错了。

同学们要么选物理方向，要么
选历史方向。
张宁选择了历史方向，
所以张宁没有选择物理方向。

同学们要么选物理方向，要么
选历史方向。
张宁没有选择物理方向，
所以张宁选择了历史方向。

四、考点梳理 8、选言推理及其方法



判断以下的选言推理是否正确

1、同学们可以加入篮球队或排球队。
   张宁没有加入了篮球队，
   所以，张宁加入了排球队。 有效式：否定肯定式

2、电影票房失利的原因，或者题材冷门，或者电影特效粗糙，或者男女主演技不
在线。
  这部电影男女主演技不在线，
  所以，这部电影不是题材冷门和电影特技粗糙。

3、要么李宁能考上北大，要么王路能考上北大。
   李宁考上了北大，
   所以王路没考上了北大。

相容选言推理

相容选言推理

无效式：肯定否定式

不相容选言推理

4、按现在的高考模式，同学们要么选物理，要么选历史，
     张宁没有选择物理，
     所以，张宁选择了历史。

有效式：否定肯定式

不相容选言推理

有效式：肯定否定式

即时训练



必要性

含义

类型
及其规则
（方法）

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如果把握了事物之间的条件关系，并且确认了
相关事实，就可以运用假言推理推断未知的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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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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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条件
假言推理

必要条件
假言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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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前必无后
有后必有前

有前必有后
无后必无前

同真，同假

四、考点梳理 9、假言推理及其方法



逻辑
性质

推理
方法

如果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必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前件真，后件就一定真；后件假，前件就一定假）

肯定前件式

否定后件式

如果肯定了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的前件，结论就可以肯定后件。

（有前必有后）

如果否定了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的后件，结论就可以否定前件。

（无后必无前）

如果寒潮来了，那么气温会下降；
——寒潮来了，
——所以，气温下降了。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如果寒潮来了，那么气温会下降；
——气温没下降，
——所以，寒潮没来。

否定前件式
（无效式）

没有断定前件假时后件会怎样
（无前未必无后）

肯定后件式
（无效式）

没有断定后件真时前件会怎样
（有后未必有前）

如果寒潮来了，那么气温会下降；
——寒潮没来，
——气温不会下降。

如果寒潮来了，那么气温会下降；
——气温下降了，
——寒潮来了。

四、考点梳理 9、假言推理及其方法



逻辑
性质

推理
方法

如果没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一定没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前件假，后件就一定假；后件真，前件就一定真）

否定前件式

肯定后件式

如果否定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
的前件，结论就可以否定后件。

（无前必无后）

如果肯定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
的后件，结论就可以肯定前件。

（有后必有前）

只有年满18周岁，才有选举权；
——小周不满18周岁，
——所以，小周没有选举权。

（2）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只有年满18周岁，才有选举权；
——小周有选举权，
——所以，小周年满18周岁。

肯定前件式
（无效式）

没有断定前件真时后件会怎样
（无前未必无后）

否定后件式
（无效式）

没有断定后件假时前件会怎样
（有后未必有前）

只有年满18周岁，才有选举权；
——小周年满18周岁，
——小周有选举权。
只有年满18周岁，才有选举权；
——小周没有选举权，
——小周没满18周岁。

四、考点梳理 9、假言推理及其方法



逻辑
性质

推理
方法

有了这种情况，必将产生某种情况；没有这种情况，必不产生该种情况。
（前件真，后件就一定真；前件假，后件就一定假。反之亦然）

肯定前件式

否定前件式

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
（有前必有后）

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
（无前必无后）

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当且仅当,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
——所以，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3）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当且仅当,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三角形没有一个角是90°，
——所以，这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肯定后件式 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
（有后必有前）

否定后件式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无后必无前）

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当且仅当,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

三角形有一个角是90°,当且仅当,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不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没有一个角是90°。

同真，同假

四、考点梳理 9、假言推理及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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