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性必修3　逻辑与思维



专题二十五　正确运用科学思维:遵循逻辑思维规律



 



 

1. 定义与划分的区别

定　义 划　分

内　容
用简明的语句揭示概念所反映的

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

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

概念的外延分为几个小类

构　成 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 母项和子项



定　义 划　分

逻辑
规则

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
同。否则，就会犯“定义过宽”
或“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定
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
义项。否则，就会犯“同语反
复”或“循环定义”的逻辑错
误。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
否则，就会犯“否定定义”的逻
辑错误。定义不能用比喻。否
则，就会犯“比喻定义”的逻辑
错误

子项的外延之和必须等于
母项的外延。否则，就会
犯“划分不全”或“多出
子项”的逻辑错误。在同
一次划分中，只能用同一
个标准。否则，就会犯
“划分标准不一”的逻辑
错误。划分应该逐级进
行，不能越级。否则，就
会犯“越级划分”的逻辑
错误



2. 判断

（1） 性质判断和关系判断

性质判断 关系判断

区　别 含　义
断定认识对象具有或者不

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

断定认识对象之间关系

的判断



性质判断 关系判断

区　别 构　成

① 主项：表示断定对象。

② 谓项：表示断定对象性

质。③ 量项：表示主项被

断定范围。④ 联项：起着

联结主项和谓项的作用

① 关系者项：表示关

系承担者。

② 关系项：表示关系

者之间关系。

③ 量项：表示关系者

项范围



性质判断 关系判断

区　

别

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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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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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都属于简单判断，都直接由概念构成；把握事物性质是弄清事

物间关系的基础，弄清事物间关系有助于深化对事物性质的认

识



（2） 复合判断及其性质

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 假言判断

支判断 至少包含两个联言支 至少包含两个选言支

包含前件和后

件，后件依赖前

件而成立



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 假言判断

联

结

项

“并且”“既……

又……”“不但

……而且……”“

虽然……但是

……”

① 相容：“或者

……或者……”

② 不相容：“要么

……要么……”

充分条件：“如果……

那么……”

必要条件：“只有……

才……”

充分必要条件：“……

当且仅当……”



联言判断 选言判断 假言判断

逻辑性

质（真

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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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有一个联言支是假

的，这个联言判断就是

假的。（全真则真，一

假则假）

① 相容选言

判断：一真即

真，全假则假

② 不相容选

言判断：一真

才真，全真全

假则假

充分条件：有前必

有后，无前未必无

后；必要条件：无

前必无后，有前未

必有后；充分必要

条件：有前必有后，

且无前必无后



3. 推理

（1） 简单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类　别 逻辑规则

换质

推理

① 前提判断的主项和量项不变

② 改变前提判断的质，即肯定变为否定，否定变为肯定

③ 结论判断的谓项变成与前提判断的谓项相矛盾的概念

换位

推理

① 前提判断的联项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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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别 逻辑规则

三段论

推理

① 一个形式结构正确的三段论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在前

提和结论中，大项、小项和中项必须分别出现两次。如果

出现四个不同的项，结论就不能必然得出。这种逻辑错误

叫作“四概念”的错误

② 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违反这一规则，就会犯

“中项不周延”的错误

③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否则，就会犯

“大项不当扩大”或“小项不当扩大”的错误

④ 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结论为否定，当且

仅当，前提中有一否定



（2） 复合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类　别 逻辑规则

联言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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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言

推理

相容的

选言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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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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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别 逻辑规则

选言

推理

不相容的

选言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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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言

推理

充分条件

假言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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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别 逻辑规则

假言

推理

必要条件

假言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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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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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推理

（1） 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

完全归纳推理 不完全归纳推理

区　

别

前　提
某类认识对象中的每

个对象

某类认识对象中的部分对

象

结论范围 未超出前提的范围 超出了前提的范围

结论与前提的

联系
必然的 或然的

联　系
二者都是由个别或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前提的

一般性程度较小，结论的一般性程度较大



（2） 提高不完全归纳推理结论的可靠程度，需要在认识对象与有关现

象之间寻找因果联系。因果联系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

系。人们常用的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有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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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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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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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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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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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类比推理：类比不同于比较、比喻。类比是一种推理，要在比较的基

础上得出新的结论；比较是一种简单的认识方法，目的在于认识两类对

象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比喻是一种修辞手法，目的在于生动形象地

描写或说明认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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