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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课：正确运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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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点考向

课程标准 核心素养 考情预测

     知道判断的基
本特征；了解形成
恰当判断的条件；
学会正确运用判断；
结合具体的判断活
动，区分判断的不
同类型。

科学精神：正确理解判断的
含义、基本特征、类型；
公共参与：正确运用性质判
断和关系判断、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分析
现实生活中的个别判断的逻
辑错误。

       从命题内容上看，性质判断的类
型区分、关系判断的对称和传递关系、
复合判断的类型区分和真假值是考查
的重点。
       从考查形式上看，主要考查选择
题和非选择题都会有所考查。
       命题常从生活逻辑的情境出发，
结合第六课内容，重点考查复合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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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简单判断的类型与逻辑性质，
把握事物情况之间的各种关系；
理解复合判断的类型与逻辑性
质，把握事物情况之间的各种
关系；能结合实际事例，运用
判断的逻辑性质与要求作出正
确的判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

二、考情透视

2024

选择题：全国卷、湖
北卷、浙江卷、广东
卷、甘肃卷、湖南卷

2023

选择题：重庆卷、河
北卷、浙江卷
主观题：湖北卷

2022 选择题：天津卷



必要性、含义、构成、类型、真假、意义及要求

必要性、含义、构成、类型、真假、意义及要求

含义、构成、真假、意义及要求

1.使用判断的原因
2.判断的含义
3.判断的基本特征及其关系
4.判断真假的检验标准
5.判断的表达
6.判断的类型

社会实践

1.含义  2.构成
3.种类  4.要求

1.必要性 2.含义
3.构成    4.种类
5.意义

判断的概述

正确运用
简单判断

正确运用
复合判断

正确运用
判断

正确运用性质判断

正确运用关系判断

正确运用假言判断

正确运用联言判断

正确运用选言判断

三、思维导图



含义

基本
特征

检验
标准

判断就是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肯定）的思维形式。

断定的方式：一是肯定，二是否定。

判断是对认识对象情况的断定。
①真判断：断定符合认识对象的实际情况。
②假判断：断定不符合认识对象的实际情况。

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

有真假之分

（1）哲学认识论的判断：是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研究判断的真假；
（2）形式逻辑的判断：只是从形式上研究其真假特征，以及判断之间在
形式上的真假关系；
（3）在交际活动中的判断：确定某个判断的真假往往需要借助于语境。
语境涉及上下文、时间、地点、被指对象等多种因素。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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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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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点梳理 1、判断及其基本特征

注意：如果既不肯定什么，又不否定什么，就不是判断
。



判断与语句的
关系

表达的形式

应注意的问题

判断是通过语句（≠语词）表达的。
判断是语句所表达的思想内容，语句是判断的物质载体/语言
形式。

①判断都要用语句来表达，但并非所有的语句都表达判断。
一般来讲，陈述句、反问句可以表达判断，疑问句、部分祈使
句、部分感叹句不表达判断。
A.同一个判断可以用不同的语句表达。（多句一义）
B.同一个语句可以表达不同的判断。（一句多义）
②不作断定、没有真假的语句并不表达判断。
语句表达判断是应注意：
A.要有真假断定
B.要排除语句歧义

四、考点梳理 2、判断的表达



【知识拓展】：全面理解判断和语句的关系

  (1)判断都要用语句表达，但并非所有的语句都表达判断。

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一般不直接表达判断。（记笔记）

  (2)同一个判断可以用不同的语句表达。

例如：①所有人都应该遵守交通规则；②没有人不应该遵守交通规则；

③难道有人不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吗？

  (3)同一个语句可以表达不同的判断。

      例如：这房间的灯不亮。（灯坏了 / 灯不够明亮、比较昏暗）

（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感叹句也可表达判断，如：那小子真帅呀!   ）



总类型 简单判断 复合判断

含义

类型

定义

举例

断定事物几种
情况同时存在
的判断

断定事物具
有或不具有
某种性质的
简单判断

断定事物与事
物之间关系的
简单判断

断定对象在几种
可能情况下，至
少有一种情况存
在的判断

断定一个事物
情况存在是另
一个事物情况
存在的条件

雪是白色
的。

张三和李四
是同学。

他不但有扎实
的理论基础，
而且有丰富的
实践经验。

选民在选举时，
要么投赞成票，
要么投反对票，
要么投弃权票。

如果明天天
气好，我就
去爬山。

是指直接由概念构成
而不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 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叫作复合判断。

性质判断 关系判断 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 假言判断

四、考点梳理 3、判断的类型



含义

结构

种类

逻辑
规则

断定认识对象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又称为直言判断。
一般由量项、主项、联项和谓项组成。
①主项：表示断定对象（大学生）；
②谓项：表示断定对象性质（党员）；
③量项：表示主项被断定范围（有的）；
④联项：起联结主项和谓项的作用（是）；

量
质　

全称（全部、所有、一切） 特称（部分、有的） 单称（单个、这/那个）

肯定判断 全称肯定判断 特称肯定判断 单称肯定判断

否定判断 全称否定判断 特称否定判断 单称否定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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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考点梳理 4、正确运用性质判断



类型
构成

量项 主项 联项 谓项
全称肯定判断 所有(一切) 商品 是 有价值的

全称否定判断 所有(一切) 理论 不是 检验真理的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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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讲解 六种性质判断的逻辑结构图示：
周延情况记忆口诀

主项看量项：全、单称周延，特称不周延
谓项看联项：肯定不周延，否定周延



下列判断属于性质判断的哪种类型？

①所有的人都愿意和他交往。

②一切事物都不包含矛盾。

③老子写的《道德经》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

④这个人不是中学生。

⑤在昨天的暴风雨中，一些树被大风刮倒了。

⑥4/5的任务都不是由他完成的。

全称肯定判断

全称否定判断

单称肯定判断

单称否定判断

特称肯定判断

特称否定判断

判断下列性质判断的基本形式
即时训练



含义

结构

种类

逻辑
规则

断定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判断叫做关系判断。
一般由关系者项、关系项和量项组成。
①关系者项：表示关系承担者（被告、原告）
②关系项：表示关系者之间的关系（反控）
③量项：表示关系者项范围（有的、某些）

对于不同关系者项来说，谁在前、谁在后，会影响关系判断的性质。

对称关系  （a→b有关系；b→a？） 传递关系  （a→b→c有关系；a→c？）

对称关系（互相具有同一关系） 传递关系（互相具有同一关系）
反对称关系（不都具有同一关系） 反传递关系（不都具有同一关系）
非对称关系（不一定具有同一关系） 非传递关系（不一定具有同一关系）

四、考点梳理 5、正确运用关系判断



对称性关系 公式 举例 常见对称关系

对称关系
反过来也具
有

甲与乙是同学

1小时=60分

“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

友”关系、两者的距离关系、“相同

关系”“相等关系”“交叉关系”等

反对称关系
反过来一定
不具有

甲比乙大三岁

地球大于月球

“大于关系”“小于关系”“重于关

系”“少于关系”“侵略”“剥削

”“在…之上”“在…之下” 

“在…之前”

非/偶对称关
系

反过来可能具
有也可能不具

有

甲认识雷锋

张三佩服李四

“佩服”“认识”“尊重”“喜欢

”“赞美”“信任”“志愿”“帮助

”等关系，都是偶对称关系

对称性关系（两个关系者项）
拓展深化



传递性关系 公式 举例
常见传递关系

传递关系

跳过b也对

甲的岁数比乙大，乙的
岁数比丙大
长江比黄河长，而黄河
比黑龙江长，因而，长
江比黑龙江长。

“比…长（大、小、多、少、
重、轻）”、“小于”、“
大于”、“在…之前”、“
在…之后”、“早于”“晚
于”、“相等”、“平行
”、“包含”“全同关系”

反传递关系

跳过b不对
甲是乙的父亲，乙
是丙的父亲。

“父亲”、“母亲”、“
祖父”、“祖母”、“儿
子”、“孙子”“矛盾关
系”

非/偶传递关

系

跳过b可能对

也可能不对

甲认识乙，乙认识
丙
红队战胜了黄队，
黄队又战胜了蓝队

“喜欢”、“赞同”、“
信任”“朋友”“同事
”“同学”“交叉关系
”“反对关系”

传递性关系（三个或以上关系者项）拓展深化



①所有足球运动员都是值得钦佩的。

②甲和乙是高中同学。

③所有纪录不是一成不变的。

④有些足球运动员是冠军。

⑤有些失败不是遗憾的。

⑥我比你岁数大。

⑦你喜欢我，我喜欢他。

⑧C罗身高高于姆巴佩，姆巴佩高于梅西。

⑨你十分喜欢我。

⑩你比我胖2公斤，我比他胖2公斤。

全称肯定判断

对称性关系 对

全称否定判断

特称肯定判断

特称否定判断

对称性关系 反

传递性关系 非

传递性关系 传

对称性关系 非

传递性关系 反

方法：
1.先判定是性质判断
（主项只一个）还是
关系判断（两个或以
上，关系者项） 

2.再判断是关系判断
中的哪一个
对称性关系 2个
传递性关系 2个以上

判断下列简单判断的基本形式

注意区分⑧和⑩

即时训练



含义

结构

种类

复合判断是其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

根据断定情况的不同，复合判断可分为：
联（联结）言判断：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同时存在；例：既…又…
选（选择）言判断：断定对象的可能情况； 例：要么…要么…
假（假设）言判断：对象之间的条件联系加以断定；例：只有…就…

复合判断由联结词和支判断两部分组成。
①联结词：联结支判断的词项，如既…又…；要么…要么…；只有…就…；
②支判断：组成复合判断的判断。

对下列判断进行分类？
①鲁迅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

②我们面对困难，要么战胜困难,要么被困难战胜。

③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

假言判断

四、考点梳理 6、复合判断



含义

结构

逻辑
性质
真
假
值

联言判断：是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判断。
联言支 组成联言判断的支判断；一个联言判断至少有两个联言支。

联结项
用来联结联言支的词项。
在日常语言表达中，联言判断
的联结项有时可以省略。

常用联结项：“并且”“既…又…”
“一方面…另一方面…（并列式）”
“不但…而且…（递进式）”
“然而”“虽然…但是…”（转折式）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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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如果有一个联言支是假的，这个联言判断就是假的。

联言判断真假值口诀
全真则真，一假则假

西红柿既是水果，又是蔬菜。

西红柿是水果，但不是蔬菜。

西红柿不是水果，而是蔬菜。

西红柿不是水果，也不是蔬菜。

p q p并且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四、考点梳理 7、正确运用联言判断



    区分联言判断和关系判断

将单句变成复句看是否成立，联言判断变成复句后，每个分句
都成立；关系判断变成复句后，两个分句都不成立。

①变成“小刘是球迷，小赵也是球迷”，句子成立。
②变成“小刘是同乡，小赵也是同乡”，句子不成立。

小刘和小赵是球迷。 

小刘和小赵是同乡。

拓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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