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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考纲考情素养
• 考纲考情素养

• 思维导图

• 知识提炼



考 纲 考 情 素 养

课标
要求

1.1描述常见的思维活动，体会思维是人所特有的属性，了解思维的基本形态和特征；懂得正确思
维的基本条件。
1.2区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掌握科学思维的特点，体悟学会科学思维的意义
2.1知道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理解任何概念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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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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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常见的推理错误。
2.4辨析常见的逻辑错误，掌握形式逻辑的三个基本规律

核心
素养

1. 政治认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
统一。领会学习科学思维对提升中学生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意义。
2.科学精神：理解概念的内涵、外延、特征,准确地把握概念
    掌握判断的基本特征;性质判断的基本形式;关系判断中的“关系的性质”;联言判断的结构及
其逻辑性质;选言判断的结构、种类及其逻辑性质;假言判断的结构、种类及其逻辑性质。
    事物存在的可能情况是多种多样的,人们不可能对其中的每种情况都通过实践来认识,这就需
要运用选言推理,在事物诸多可能情况中作出某种选择。
    日常生活工作中,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具有重要作用。



思 维 导 图

项　目 内　容

第一单元
绪论,思维、科学思维的含义和特征,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学习

科学思维的意义

第二单元 逻辑思维的主要内容(概念、判断、推理)

第三单元 辩证思维(分析与综合、质量互变、辩证否定)

第四单元 创新思维(联想、发散、聚合、逆向、超前)



第二部分

核心突破例题精讲
• 考点一  在生活中学民法用民法

• 考点二　依法有效保护财产权

• 考点三  订约履约 诚信为本

• 考点四  侵权责任与权利界限

• 考点五  在和睦的家庭中成长

• 考点六  珍惜婚姻关系 



PART 1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



一、思维的含义
1.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的思维与意识同义。感性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现
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2)狭义的思维与理性认识同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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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
线思维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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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维的特征二、思维的特征
1.1.思维具有思维具有间接性间接性
        思维能够凭借获得的感性材料、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思维能够凭借获得的感性材料、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透过事物的现透过事物的现
象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实现对未知事物的认识。实现对未知事物的认识。
2.2.思维具有思维具有概括性概括性
        思维能够从多种事物及其各种各样的属性中思维能够从多种事物及其各种各样的属性中,,舍去表面的、非本质舍去表面的、非本质
的属性的属性,,抓住内在的、共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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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
3.3.思维具有思维具有能动性能动性
(1)(1)思维能够提炼加工感性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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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思维歪曲地反映认识对象。
(2)(2)思维在实践中产生思维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发展,,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维能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维能
够帮助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够帮助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



三、思维的基本形态三、思维的基本形态
1.1.出于不同的目的出于不同的目的,,依据不同的标准依据不同的标准,,人们对思维的形态有不同的认识人们对思维的形态有不同的认识
和分类和分类
(1)(1)从思维的方向看从思维的方向看,,有向不同方向扩散的有向不同方向扩散的发散思发散思维和向同一方向收敛维和向同一方向收敛
的的聚合思维聚合思维。。
(2)(2)从思维对认识对象的思考角度看从思维对认识对象的思考角度看,,有整体地认识对象的有整体地认识对象的综合思维综合思维和和
分别地认识对象的分别地认识对象的分析思维分析思维。。
(3)(3)从思维反映认识对象的方式看从思维反映认识对象的方式看,,有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有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
事物和思考问题的事物和思考问题的辩证思维辩证思维和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和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
思考问题的思考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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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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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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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地位: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是思维的基本形态。



四、思维基本形态的特征四、思维基本形态的特征
1.1.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区别
(1)(1)抽象思维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反映认识对象抽象思维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反映认识对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规律。抽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基本单元的概念性、运行方式的指导性抽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基本单元的概念性、运行方式的指导性
和思维表达的严谨性。和思维表达的严谨性。
(2)(2)形象思维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形象思维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运用联想、想象和幻想等运用联想、想象和幻想等
反映认识对象反映认识对象,,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基本单形象思维的主要特征是基本单
元的形象性、运行方式的想象性和思维表达的情感性。元的形象性、运行方式的想象性和思维表达的情感性。
2.2.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联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联系
        在实际思维活动中在实际思维活动中,,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虽然各有其功能和作用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虽然各有其功能和作用,,

但又具有但又具有相辅相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的关系。



一、一、““逻辑逻辑””的不同用法的不同用法
1.1.不同含义不同含义
        现代汉语中的现代汉语中的““逻辑逻辑”,”,或者与或者与““规律规律””同义同义,,或者指或者指““逻辑规律逻辑规律
与规则与规则”,”,或者指认识问题的某种或者指认识问题的某种““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或者指或者指““逻辑学逻辑学””这这
门学问。门学问。
2.2.不同用法不同用法
        ““规律规律””意义上的意义上的““逻辑逻辑””是所有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所有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规律逻辑规律
与规则与规则”,”,以及以及““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意义上的意义上的““逻辑逻辑””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才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研究试图将逻辑规律与规则运用到实际思维中逻辑学研究试图将逻辑规律与规则运用到实际思维中,,以区分正确的思以区分正确的思
维方法和不正确的思维方法。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是为把握维方法和不正确的思维方法。作为工具性学科的逻辑学是为把握““规规
律律””服务的。服务的。



二、狭义逻辑学与广义逻辑学二、狭义逻辑学与广义逻辑学
1.1.含义含义
(1)(1)历史上人们曾把所有研究思维规律与方法的学问都称为逻辑学。历史上人们曾把所有研究思维规律与方法的学问都称为逻辑学。
(2)(2)随着学科分化随着学科分化,,人们把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形式逻辑视为狭义的逻辑学人们把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的形式逻辑视为狭义的逻辑学,,而把含有狭义而把含有狭义
的逻辑学和研究辩证思维中的规律、规则与方法的辩证逻辑等视为广义的逻辑学的逻辑学和研究辩证思维中的规律、规则与方法的辩证逻辑等视为广义的逻辑学。。
2.2.形式逻辑特别关注推理问题形式逻辑特别关注推理问题
(1)(1)推理是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推理是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由前提推导结论由前提推导结论,,前提作为结论的理由前提作为结论的理由。。
(2)(2)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真前提推出真结论从真前提推出真结论,,并不取决于思想的具体内容并不取决于思想的具体内容,,而是取决于思想的形式结而是取决于思想的形式结
构构。。
(3)(3)形式逻辑的形式逻辑的核心任务是要把握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的规律和规则核心任务是要把握从真前提推导出真结论的规律和规则。。
(4)(4)把把推理的理由讲出来作为推理的理由讲出来作为““论点论点””的的““论据论据”,”,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就构成了通常所说的““论证论证””。用这样的论证方。用这样的论证方
式去说服人式去说服人,,让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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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这样的论证方式去反驳别人的观点,,就构成了就构成了““论辩论辩
””。论证和论辩中使用的推理是否有效。论证和论辩中使用的推理是否有效,,直接影响说服的效果。直接影响说服的效果。
3.3.学习狭义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的必要性学习狭义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的必要性
        学习狭义逻辑学的基本知识与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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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规则是学习广义逻辑学的基础。遵循形式逻辑的规律与规则,,是是
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



三、同一律三、同一律::思维的确定性要求思维的确定性要求
1.1.公式公式
(1)(1)公式表达公式表达::“A“A是是A”A”。。
(2)(2)公式意思公式意思::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A”,如果是真如果是真
的的,,就是真的就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如果是假的,,就是假的。就是假的。
2.2.要求要求
        同一律要求人们同一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每一思想必须保持自身同一性。不能混淆必须保持自身同一性。不能混淆
概念概念,,也不能转移论题也不能转移论题。故意违反同一律的要求。故意违反同一律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叫作所犯的逻辑错误叫作““偷换概念偷换概念””
或或““偷换论题偷换论题””。。
3.3.条件性条件性
(1)(1)在不同的时间或不同的条件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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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概念或判断,,同一律并不要同一律并不要
求它们一定是同一的。求它们一定是同一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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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反对的,,只限于时只限于时
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间、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任意变更概念或判断。任意变更概念或判断。



四、矛盾律四、矛盾律::思维的一致性要求思维的一致性要求
1.1.公式公式
(1)(1)公式表达公式表达::“A“A不是非不是非A”A”。。
(2)(2)公式意思公式意思::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A”和它的否和它的否
定论断定论断““非非A”A”不能同真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其中必有一假。。
2.2.要求要求
矛盾律要求人们矛盾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A”和和““非非
A”,A”,不能断定它们都成立不能断定它们都成立。违反矛盾律要求的逻辑错误叫作。违反矛盾律要求的逻辑错误叫作““自相矛盾自相矛盾””。。
3.3.逻辑矛盾与客观矛盾逻辑矛盾与客观矛盾
        思维中出现的自相矛盾不同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事物的客观矛盾思维中出现的自相矛盾不同于唯物辩证法所讲的事物的客观矛盾。矛盾律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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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论断是对
客观实际的错误反映。客观实际的错误反映。
        客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客观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此事物可以变成彼事物。此事物可以变成彼事物。从不同时间、不同方面对同从不同时间、不同方面对同
一事物所作的相反论断一事物所作的相反论断,,并不是自相矛盾的并不是自相矛盾的。。



三、排中律三、排中律::思维的明确性要求思维的明确性要求
1.1.公式公式
(1)(1)公式表达公式表达::“A“A或者非或者非A”A”。。
(2)(2)公式意思公式意思::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A”和和““非非A”A”
不能同假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其中必有一真。。
2.2.要求要求
排中律要求人们排中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形成的论断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形成的论断“A”“A”和和““非非
A”,A”,不能断定它们都不成立不能断定它们都不成立。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不能同时否认不能同时否认“A”,“A”,又否认又否认““非非A”,A”,对对““
是是””与与““非非””各打五十大板。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叫作各打五十大板。违反排中律要求的逻辑错误叫作““两不可两不可””。。
3.3.矛盾律与排中律的区别矛盾律与排中律的区别
        矛盾律表明矛盾律表明,,论断论断“A”“A”和和““非非A”A”必有一假必有一假;;排中律进一步表明排中律进一步表明,“A”,“A”和和““非非
A”A”必有一真。必有一真。识别与把握识别与把握“A”“A”和和““非非A”A”这种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矛盾关系这种不能同真也不能同假的矛盾关系,,对对
于提升逻辑思维能力有重要意义。于提升逻辑思维能力有重要意义。



一、科学思维的含义一、科学思维的含义
        这里所说的科学思维这里所说的科学思维,,泛指泛指符合认识规律、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符合认识规律、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

是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是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
二、科学思维的特征二、科学思维的特征
1.1.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客观性。科学思维总是从实际出发。科学思维总是从实际出发,,力图如实地力图如实地
反映认识对象。反映认识对象。
2.2.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预见性。科学思维总是通过对事物历史与现实。科学思维总是通过对事物历史与现实
材料的分析材料的分析,,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前景作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前景作
出合乎逻辑的推断。出合乎逻辑的推断。
3.3.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可检验性可检验性。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三、学习科学思维的思维素养意义三、学习科学思维的思维素养意义
1.1.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纠正逻辑错误纠正逻辑错误,,驳斥诡辩驳斥诡辩,,捍卫真理捍卫真理。。
2.2.学习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3.3.学习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有利于我们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有所发现、从而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四、学习科学思维的思想政治意义四、学习科学思维的思想政治意义
1.1.学习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思维,,有助于有助于我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我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正确认正确认
识不同的社会实践中的国情和世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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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我们所在的历史方位,,提提
高我们的政治站位高我们的政治站位,,提升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提升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
2.2.学习科学思维学习科学思维,,有助于我们发扬科学精神有助于我们发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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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锐意进取的态度和负责
任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谐任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助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助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



易错明辨

1.狭义的思维与认识同义。

2.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正确、更可靠、更深刻。

3.思维具有间接性、概括性、能动性和直接现实性。

4.形象思维是以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单元的。

5.抽象思维以概念、判断、推理和想象等反映认识对象。

6.狭义的逻辑学是指辩证逻辑



易错明辨

7.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真前提推出真结论,取决于思想的具体内容。

8.“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一诗句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

9.有人问:“有没有飞碟?”你既不肯定有,也不肯定没有,而是说:“我不清楚。”这
种回答违反了排中律的要求。

10.“小张去年还是团员,今年已经是党员了。”这句话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1.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
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
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
没有的。这句话能够表明(　　)

①思维是对认识对象的能动性反映　
②思维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　
③英雄的头脑是产生思维的基础　
④英雄的思维能帮助实践实现预期目的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A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2.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得到一幅古画,画面是一丛牡丹,牡丹花下还卧着一
只栩栩如生的猫。宰相吴正肃看后说:“这是一只正午的猫。”他是这样解
释的:“一是花瓣分披,色泽浓艳而干燥,正是中午时候牡丹的样子;二是猫的
眼睛细长如线,正是中午的猫眼形象。如果是清晨的牡丹,花瓣应是收缩而
湿润,猫的眼睛就是圆的了。”对此材料理解正确的是(　　)

①画家的思维属于形象思维,基本与事物的本质无关　
②吴正肃的分析属于抽象思维,运用了判断和推理等方式　
③形象思维可以脱离抽象思维,但抽象思维离不开形象思维　
④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辅相成,各有其独特的功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D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3.在《韩非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郑县有一位姓卜的,他常常在外鬼混。
一天他的裤子弄出了一个洞。他买了新布,回家让妻子为他做一条新的裤
子。妻子问他如何做,他说“照原样”。于是他妻子把裤子照原来的样式做
好后,照样在裤子原来的地方剪了一个洞。妻子违反了(　　)

A.同一律 B.矛盾律
C.排中律 D.对立统一律 A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4.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掌握科学思维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如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

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等一系列治国理政的科

学思维,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保证各项改革顺利推进。强调科学思

维是因为(　　)

①运用科学思维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　

②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思维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　

③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刻影响科学思维水平　

④人类思维方式的革新有助于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B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
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
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
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科学思维的角度,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



核心突破核心突破  例题精讲例题精讲

答案：

  (1)科学思维是符合认识规律,遵循逻辑规则、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
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科学思维的基本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科学理论。它是完整和严密
的科学理论体系,是辩证思维和思维创新的成果。
(2)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思维的结论具有可检验性、预见性和普
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源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理论,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指导思想和重大战略思想。
(3)科学思维指导人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促进事物的发展。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将指导和推动我们进一步取得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胜利。



PART 2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一、概念的含义一、概念的含义
1.1.概念的定义概念的定义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2.2.概念与属性概念与属性
(1)(1)属性属性::事物的事物的性质和关系性质和关系统称为属性。事物的属性可分为统称为属性。事物的属性可分为本质属性本质属性
和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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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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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来的内部规定性。
(2)(2)概念与属性的关系概念与属性的关系::概念是通过概念是通过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的的
思维形式。思维形式。
3.3.概念与语词概念与语词
        概念只有通过概念只有通过语词语词才能表达出来才能表达出来,,但并非一个语词在任何场合都一但并非一个语词在任何场合都一
定表达同一个概念。定表达同一个概念。不同的语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同一个语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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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二、概念的基本特征二、概念的基本特征
1.1.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1)概念的内涵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是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它反映事物它反映事物““质质””
的规定性的规定性,,说明概念所反映的那种事物究竟说明概念所反映的那种事物究竟““是什么是什么””。。
(2)(2)概念的外延概念的外延::是指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是指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的范围事物的范围,,它说明概念它说明概念
所反映的那种事物所反映的那种事物““有哪些有哪些””。。
2.2.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
(1)(1)相容关系相容关系
①①含义含义::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具有相同的部分具有相同的部分,,为相容关系。为相容关系。
②②种类种类::全同关系全同关系————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属种关系或种属关系属种关系或种属关系
————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一个概念的外延包含着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外延大的概念为属外延大的概念为属
概念概念,,外延小的概念为种概念外延小的概念为种概念;;交叉关系交叉关系————两个概念之间有而且只有两个概念之间有而且只有
一部分外延是相同的。一部分外延是相同的。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③③图示图示
        设设AA、、BB为任意两个外延相容的概念为任意两个外延相容的概念,,其相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其相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2)(2)不相容关系不相容关系
①①含义含义::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不具有相同部分不具有相同部分,,为不相容关系。不相容为不相容关系。不相容
关系又称为关系又称为全异关系全异关系。。
②②种类种类::矛盾关系矛盾关系————两个具有全异关系的概念包含在一个属概念中两个具有全异关系的概念包含在一个属概念中,,并并
且它们的外延之和等于该属概念的外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等于该属概念的外延;;反对关系反对关系————两个具有全异关系两个具有全异关系
的概念包含在一个属概念中的概念包含在一个属概念中,,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该属概念的外延。并且它们的外延之和小于该属概念的外延。
③③图示图示
        设设AA、、BB为任意两个外延不相容的概念为任意两个外延不相容的概念,,其不相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其不相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设设AA、、BB为任意两个外延不相容的概念为任意两个外延不相容的概念,C,C为为AA、、BB共同的属概念共同的属概念,,其矛盾关系其矛盾关系
和反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和反对关系可以用图表示为::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三、明确内涵的方法三、明确内涵的方法((定义法定义法))

1.1.定义的含义、目的、构成和方法定义的含义、目的、构成和方法
(1)(1)含义含义::定义是从内涵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定义是从内涵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2)目的目的::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简明的语句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就是用简明的语句揭示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
物的物的本质属性本质属性。。
(3)(3)构成构成::定义由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部分构成。三部分构成。
(4)(4)定义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定义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种差加属概念种差加属概念。。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2.2.下一个正确定义的要求下一个正确定义的要求
(1)(1)应该应该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具备相应的科学知识,,正确地认识对象正确地认识对象,,把握其本质属性。把握其本质属性。
(2)(2)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
①①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同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同。否则。否则,,就会犯就会犯““定义过宽定义过宽””或或““定定
义过窄义过窄””的逻辑错误。的逻辑错误。
②②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否则。否则,,就会犯就会犯““同语反复同语反复””或或
““循环定义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的逻辑错误。
③③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否定形式只是说明被定义项不是什么。否定形式只是说明被定义项不是什么,,而没而没
有揭示它究竟是什么。违反这一逻辑规则有揭示它究竟是什么。违反这一逻辑规则,,就会犯就会犯““否定定义否定定义””的逻辑错的逻辑错
误。误。
④④定义不能用比喻定义不能用比喻。否则。否则,,就会犯就会犯““比喻定义比喻定义””的逻辑错误。的逻辑错误。

考点4 准确把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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