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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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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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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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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思维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思维不是对认识对象的机械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

思维的基
本形态

抽象
思维

以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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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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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象
思维

以感性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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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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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相辅相成；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均来自实践，不
能认为抽象思维来源于形象思维

教材知识萃取



1.思维的间接性和思维的概括性比较





2.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比较



3.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比较



1.［选必3 P3探究与分享变式］有一位商人将前来应聘的A、B两人带进办公室，向他们展示了两顶红色帽子和三

顶黑色帽子。之后关掉灯，三人各摸了一顶帽子戴头上，商人将剩下的两顶藏了起来。开灯后，商人要求A、B两

人尽快说出自己头上戴了什么颜色的帽子。A、B看到商人戴的是红色的帽子。过了一会儿，A喊道：“我戴的是黑

色的帽子。”根据材料信息，下列判断正确的是(     ) A

①A的思维速度更快、推理能力更强 ②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准确可靠 

③A判断自己戴黑色帽子的思维具有间接性 ④A判断自己戴黑色帽子的思维是感性认识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A通过B不能马上作出判断的表现，推理出自己戴的是黑色的帽子，这说明A的思维速度更快、推理能力

更强，①正确。因为B不能判断他戴的帽子的颜色，所以A作出自己戴了黑色帽子的判断，A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

了事物的本质，这体现了思维的间接性，③正确。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各有特点，不能笼统地说理性认识比感性

认识更可靠，②说法错误。通过判断作出推理属于理性认识，④表述错误。

教材素材变式



2.［链接选必3 P4教材知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辽沈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辽沈战役胜利是东北人民全力支援拼出

来的，淮海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

定事业兴衰成败。这段话(     ) B

①体现思维具有概括性和能动性 ②说明抽象思维比形象思维更重要 ③运用联想、想象和幻想来反映认识对象 

④从实际出发，注重实事求是的推理和论证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由三大战役中人民群众发挥的作用推理得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这体现了思维的概括性和

能动性，①正确。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各有其特点和功能，不能认为二者谁更重要，②说法错误。形象思维运用

联想、想象和幻想等反映认识对象，材料体现的是抽象思维，没有涉及形象思维，③不符合题意。习近平总书记

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推理与论证，得出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兴衰成败”这一结论，④正

确。



3.［链接选必3 P5—6教材知识］古诗词是流传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欣赏古诗词不仅使我们从中领略音韵之美、

意境之美，还能品味其中的思维方法。“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这些古诗词(     ) A

①以感性形象为基本单元，注重表达的情感性 ②以概念为基本单元，注重表达的严谨性

③借助形象化的想象创造新的认识形象 ④运用感觉、知觉在思维中复制活生生的具体事物

【解析】从“风吹雨”“黄河远上白云间”“孤城万仞山”“霓为衣”“风为马”等关键词可知，这些古诗词以

感性形象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强调表达的情感性，①符合题意。材料中的诗词表明作者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改

造，借助形象化的想象，创造了新的认识形象，③正确。抽象思维以概念为思维的基本单元，而材料中的诗词体

现的是形象思维，②不符合题意。思维具有能动性，是对认识对象的能动反映，可以形成有别于客观实际的认识，

④中“复制”说法错误。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知识点77 把握逻辑要义



逻辑思维的基
本要求

同一律：思维的确定性要求
“A是A”，避免犯“偷换概念”或“偷换论题”的逻辑错
误

矛盾律：思维的一致性要求 “A不是非A”，避免犯“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排中律：思维的明确性要求 “A或者非A”，避免犯“两不可”的逻辑错误

注意：同一律只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保持确定，并不否认思维的变化和发展

教材知识萃取



1.全面把握逻辑学



2.正确认识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1.［选必3 P9探究与分享变式］“所有马都是动物，所有白马都是马，所以，所有白马都是动物”的推理形式结构符

合逻辑规则，该推理是正确的；“所有马都是动物，所有牛都不是马，所以,所有牛都不是动物”的推理形式结构不

符合逻辑规则，推理是错误的。关于上述推理说法正确的是(     ) D

①思维形式结构正确，结论一定正确 ②思维形式结构不正确，就是无效的推理 

③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 ④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规则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思维形式结构正确，结论不一定正确，要使结论正确，前提还需要正确，①说法错误。材料中的两个推

理表明，思维形式结构不正确，该推理就是无效的推理，思维要正确，就必须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规则，②④

符合题意。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③说法错误。

教材素材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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