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推理部分) 

课标内容 质量标准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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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历探究过程，增强对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的认识。 

2.树立科学态度，依据演绎推理、归纳推理、

类比推理的逻辑性质，在实际生活中自觉运

用三种推理方法。 

3.通过实际事例掌握寻求因果联系的不同方

法，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科学精神：认

知推理的含义

与基本特征。

学会演绎推

理、归纳推理

与类比推理，

掌握其逻辑规

律。 

 

 

一、掌握演绎推理方法 

1.推理与演绎推理概述 

(1)推理及其种类 

①推理的含义：从一个或几个已有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 

②推理的组成及结构：推理所依据的已有的判断叫作推理的前提，推出的新判断

叫作推理的结论。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着的逻辑联系方式叫作推理结构，

它是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 

③推理的种类 

 

 

 

领域 依据 类别 

哲学认

识论 

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的认识 

演绎推理：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归纳

推理：个别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类比推理：

一般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或从个别性前提

推出个别性结论 



形式逻

辑 

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

有必然联系 

必然推理(演绎推理和完全归纳推理)和或然推

理(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 

(2)演绎推理及其作用 

①演绎推理的性质：演绎推理是前提蕴含结论的必然推理。 

②演绎推理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是真实的判断。二是推理

结构正确。 

③演绎推理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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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简单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1)性质判断换质位推理 

①换质法：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质”而得出一个新判断。 

②换位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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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情况：一个性质判断如果断定了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

对象，这个主项或谓项就是周延的。没有断定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

这个主项或谓项就是不周延的。主项和谓项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其外延断定情况的

变化。 

(2)三段论推理 

①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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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构成：人们把三段论结论中的谓项叫作大项，把三段论结论中的主项叫作小项，

把在结论中不出现而在前提中出现 

两次的项叫作中项；把包含大项的前提叫作大前提，把包含小项的前提叫作小前

提。三段论的大项和小项在前提中并没有直接发生联系，只是分别和中项有一定

的关系，通过中项这个媒介，大项和小项才有了一定的联系，构成了三段论的结

论。 

③一般性规则：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前提中不周

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 

3.复合判断的演绎推理方法 

(1)联言推理及其方法 



①联言推理的含义：依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②联言推理的方法：联言推理的前提断定各个联言支(或联言判断)是真的，它的

结论就能够断定由这些联言支构成的联言判断(或联言支)是真的。 

(2)选言推理及其方法 

①选言推理的含义：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②选言推理的方法：进行相容的选言推理时，只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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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不相容的选言推理时，如果肯(否)

定了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就可以否(肯)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

支。 

(3)假言推理及其方法 

①假言推理的含义：依据假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②假言推理的方法 

充分条件 肯定前件→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否定前件 

必要条件 否定前件→否定后件，肯定后件→肯定前件 

充分必要

条件 

肯定前件→肯定后件，肯定后件→肯定前件；否定前件→否定后件，

否定后件→否定前件 

二、学会归纳与类比推理 

1.归纳推理及其方法 

(1)归纳推理的含义：以个别性或特殊性知识为前提，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的推理

形式。 

(2)归纳推理的种类 

①完全归纳推理：对某类认识对象中每个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都进行了考

察，从而推出该类全部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它不属于或然推理。 

②不完全归纳推理：根据某类认识对象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

出该类全部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前提与结

论之间的联系是或然的。 

(3)归纳推理的方法 

①要保证完全归纳推理的结论真实可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断定个别对

象情况的每个前提都是真实的；第二，所涉及的认识对象，一个都不能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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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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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类比推理及其方法 

(1)类比推理的含义：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一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

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 

(2)类比推理的客观依据：事物属性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类比推理的客观依据。 

(3)类比推理的方法 

①从思维方法的角度看，模拟方法是一种类比推理方法。 

②从思维的角度说，类比推理既可以在对象的要素和结构之间进行类比，也可以

在对象的功能之间进行类比，还可以从导致事物某种功能的条件方面进行类比。 

(4)提高类比推理的可靠程度的要求：类比的根据越多越好；作为类比推理根据的

相同属性越是接近本质属性，相同属性与推出属性之间的相关程度越高，结论的

可靠程度就越高；前提中确认的属性不应该有与结论相互排斥的属性。 

(5)类比推理的作用：类比推理在科学技术创新中具有前锋的作用；在日常论证说

理中，类比推理可以帮助我们创新性地解决他人思想上的困难，纠正他人认识中

的错误。 

 

1.判一判 

(1)换质推理时不能改变前提判断的主项和量项。(  ) 

提示 √ 换质推理时不改变前提判断的主项和量项，要改变前提判断的质，即

把肯定判断变为否定判断，把否定判断变为肯定判断。 

(2)在进行三段论推理时，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违反这一规则，

就会犯“中项不周延”的错误。(  ) 

提示 × 在进行三段论推理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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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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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容的选言推理，只能是肯定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否定



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 

提示 × 一个相容的选言推理的正确的推理结构，只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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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进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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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示 × 在进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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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中，求同法的特点是“同中求异”。(  ) 

提示 × 求同法的特点是“异中求同”，求异法的特点是“同中求异”。 

(6)类比推理可以在对象的要素和结构之间、对象的功能之间或者导致事物某种功

能的条件等方面进行类比。(  ) 

提示 √ 从思维的角度说，类比推理可以在对象的要素和结构之间进行类比，

也可以在对象的功能之间进行类比，还可以从导致事物某种功能的条件方面进行

类比。 

2.填一填[在下表空白处填上 A(“周延”)或 B(“不周延”)] 

判断种类 主项 谓项 

全称肯定判断   

全称否定判断   

特称肯定判断   

特称否定判断   

单称肯定判断   

单称否定判断   

提示  

判断种类 主项 谓项 

全称肯定判断 A B 



全称否定判断 A A 

特称肯定判断 B B 

特称否定判断 B A 

单称肯定判断 A B 

单称否定判断 A A 

3.想一想 

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是理性认识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表

现为一系列的抽象思维环节。 

请简要说明概念、判断、推理三者之间的联系。 

提示 概念是逻辑思维的细胞，它能反映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但仅凭概念并不

能明确地表达思想，进行思想交流，需要将概念结合起来，形成判断。判断是由

概念构成的，没有判断就不能明确概念。判断又是构成推理的基本要素，没有判

断就不能进行推理。演绎推理是形式逻辑的核心内容，推理可以借助已有判断合

乎逻辑地推出一个新的判断。只有做到准确把握概念、正确运用判断、精确进行

推理，思维才能合乎逻辑的要求。

 

核心考点一 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则 

 

1.性质判断的逻辑规则 

类别 逻辑规则 

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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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把肯定

判断变为否定判断，把否定判断变为肯定判断；③找出前提性质判断中与

谓项相矛盾的概念，用它作为结论性质判断的谓项 

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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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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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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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项在两个前提中都不周延，大项和小项的关系就不能确定，

结论就不能必然得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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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类事物的部分对象具有某种

属性，我们不能推断出这类事物的全部对象都具有这种属性，也就是说，

结论不能扩大使用前提所给的概念的外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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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拨 巧记周延、不周延 

性质判断的主项只有特称判断是不周延的，全称判断与单称判断的主项都周延；

性质判断的谓项，肯定判断都不周延而否定判断都周延。  

2.复合判断的逻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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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联言推理的前提断定联言判断是真的，它的结论就能

够断定这个联言判断的联言支是真的 

选言

推理 

相容选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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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相容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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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条件假 如果肯定了假言判断的前件，结论就可以肯定假言判断的



推理 言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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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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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拨 ①联言推理，既可以由支真推干真，也可以由干真推支真。②无论是相容

选言推理还是不相容选言推理，都可以通过否定一部分选言支而肯定剩余部分选

言支，即都可采用否定肯定式；不过，不相容选言推理还可以通过肯定一部分选

言支而否定剩余部分选言支，即可采用肯定否定式，相容选言推理则不能。③充

分条件假言推理可以通过肯定前件而肯定后件或者通过否定后件而否定前件，必

要条件假言推理可以通过否定前件而否定后件或者通过肯定后件而肯定前件，充

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则是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与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综合；不符合

上述推理结构的推理都是错误的。 

 

 

通过对本考点的学习，理解性质判断换质位推理、三段论推理、联言推理、选言

推理、假言推理的逻辑性质，培养科学认知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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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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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点一 三段论推理的运用 

[典例 1]试指出下列三段论推理的错误类型： 

(1)新时代的青年是好学上进的，我是新时代的青年，所以我是好学上进的。 

(2)凡贪污都是故意犯罪，这个行为是故意犯罪，所以，这个行为是贪污。 

(3)刑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民法不是刑法，所以，民法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

表现。 

(4)《凤凰涅槃》是郭沫若的诗，《凤凰涅槃》是新诗，所以，新诗是郭沫若的诗。 

(5)文学不是经济学，数学不是文学，所以数学是经济学。 

答案 (1)四概念错误。“新时代的青年”在大前提中指全体，在小前提中指其中

一员，并非同一概念，不能起到联系大项和小项的媒介作用，结论不成立。 

(2)中项不周延错误。“故意犯罪”这一中项在大小前提中都不周延，大项和小项

的关系无法确定，结论不必然得出。 

(3)大项不当扩大错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周延，

大项扩大，结论不能得出。 

(4)小项不当扩大错误。“新诗”在小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周延，小项扩大，

结论不能得出。 

(5)两个否定的前提得出结论的错误。 

解析 (1)中“新时代的青年”在大前提、小前提中不是同一概念，犯了“四概念

错误”；(2)中“故意犯罪”在大小前提中都不周延，犯了“中项不周延错误”；

(3)中“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大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周延，犯了“大项不

当扩大错误”；(4)中“新诗”在小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周延，犯了“小项不

当扩大”错误；(5)中两个否定的前提得出肯定性结论，不符合三段论规则。 

[对点练 1]下面是一个经典的三段论推理： 

凡人都会死。(大前提) 

苏格拉底是人。(小前提) 

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结论) 

请运用三段论推理的一般性规则，分析该三段论推理的合理性。 



①一个形式结构正确的三段论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上述三段论的前提和

结论中，大项“会死”、小项“苏格拉底”、中项“人”分别出现两次，只有三

个不同的项。②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人”这个中项，虽在小前提中不

周延，但在大前提中周延。③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大项“会死”

在大前提中不周延，在结论中也不周延；小项“苏格拉底”在前提和结论中都周

延。④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该三段论不存在否定的前提，结论也

是肯定的。

解析 三段论的规则有四条，运用这四条规则，说明上述三段论是否符合所有规

则即可，只有四条规则都符合，该三段论推理才能成立。只要违反其中任何一条，

该三段论就是不合逻辑的。 

命题点二 联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运用 

[典例 2]“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既能树立政府形象，也能让普通老百姓增强

公民意识，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如果这一联言判断为真，那么，以下判断为真

的是(  ) 

A.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对政府和公民都有益，是双赢 

B.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使政府权力受限制，效果不好  

C.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公民负担大大增加，效果很差 

D.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难以达到预定目标，没有效果 

答案 A 

解析 如果联言推理的前提断定联言判断是真的，它的结论就能够断定这个联言

判断的联言支是真的，故 A 项正确，B、C、D 三项都否定了支判断，错误。 

[对点练 2]如果“一个国家，要么改革开放，要么闭关锁国”为真，根据这一前提，

下列作出的推理合理的是(  ) 

①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不能闭关锁国 ②我们既不改革开放也不闭关锁国 

③我们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坚持改革开放 ④我们既闭关锁国又坚持改革开放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答案 C 



大前提是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依据不相容选言判断的性质进行选言推理，

既可以采用肯定否定式，也可采用否定肯定式， 可选。不能同时否定，也不

能同时肯定，②④排除。

命题点三 假言推理的运用 

[典例 3]假言推理包括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和充分必要条件假言

推理三种形式。下列假言推理中，属于同一类型的是(  ) 

①如果谁得了肺炎，他就一定会发烧；小李没发烧，所以，小李没患肺炎 ②只

有选用优良品种，小麦才能丰收；小麦丰收了，所以，这块麦田选用了优良品种 

③自信是成功的法宝，他投资股市时缺乏自信，所以炒股没能成功 ④一对合法

的夫妻当且仅当他们登记结婚；小王和小张是合法夫妻，所以，他们已经登记结

婚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答案 D 

解析 ①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④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不符合题

意；②③都是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符合题意。 

[对点练 3]小东是某星级酒店的服务员，该酒店有如下规定：如果员工被客户投诉，

就扣发该员工一定数额的工资。根据这一情况，以下推理合理的是(  ) 

①因为小东被客户投诉了，所以，他的工资被扣了 ②因为小东没被客户投诉过，

所以，他的工资没被扣过 ③因为小东的工资被扣了，所以他被客户投诉了  

④因为小东的工资从没被扣过，所以他从没被客户投诉过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③ 

答案 B 

解析 “如果员工被客户投诉，就扣发该员工一定数额的工资”是一个充分条件

的假言判断，依据其逻辑性质进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可以通过肯定前件而肯定

后件，或者通过否定后件而否定前件，①④正确，②③排除。 

 归纳与类比推理的方法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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