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性必修   上册

《发现潜藏的逻辑谬误

》1课时



导入新课，出示课题

柏拉图曾给人下过一个定义：“人是没

有羽毛的两足直立的动物。”结果他的一个

学生给他找来了一只拔光羽毛的鸡，拿到柏

拉图面前嘲讽他说：“这就是老师您说的

‘人’呀。”



柏拉图的定义之所以显得可笑，是因为“

没有羽毛的两足直立的动物”不是人的根本属

性，虽然人也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柏拉图把“

人”的外延扩大了，一些不属于人的事物都能

归入其中，这才让学生抓住了把柄。可见每一

个概念都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内涵

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根本属性，外延则指概

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具体范围，建立一个概念必

须要考虑到这两个方面。



逻辑通过概念、判断来进行推理、

论证，所以要学习逻辑，我们首先要了

解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



1.学习概念的有关知识，运用逻辑规律，辨别日常语言表述中的逻

辑错误。

2.在分析例子的基础上探究感悟，借助逻辑知识促进语文学习。

3.学会清晰准确地进行语言表达，避免逻辑谬误。

出示目标，明确任务



紧扣教材，自学指导一  10分钟

1、什么是概念？
2、概念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哪几种？
3、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分别指什么？



展示交流，精讲点拨一

我们正在使用的这本书，叫“课本”，不叫“

杂志”，不叫“小说”；这本书用的文字是“汉字

”，而不是“英文”，也不是“日文”。这些“课

本”“杂志”“小说”“汉字”“英文”“日文”

等，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叫“词语”，而从逻辑角

度看，它们就又都是一些“概念”。

每一个概念，揭示的是某一种事物或现象的本

质属性，我们借此就可以准确地把一种事物或现象

跟其他事物或现象区别开来。 

1、什么是概念？



概念间

关  系



根据概念的外延重合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概

念分为以下五种关系：“全同关系”“包含关系

”“交叉关系”“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前三种关系又叫“相容关系”，后三种关系又叫

“不相容关系”。 

2、概念间的关系可以分为哪几种？

概念间

关  系



“全同关系”就

是两个概念的外

延完全相同。

“包含关系”中

一个概念是另一

个概念的一部分。

“交叉关系”就

是两个概念的外

延有相同的部分，

也有不同的部分。

3、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分别指什么？相  容

关  系



“矛盾关系”就是两个

概念的外延完全不同，而

且非此即彼。

 “反对关系”就是两个概

念的外延完全不同，但不是非

此即彼的关系。

不相容

关  系



注意：

互为反义词的概念不一定是“矛盾关系”，

但一定是“不相容关系”。比如“黑”与“白”

互为反义词，但是它们两个概念是“反对关系”，

因为除了“黑”“白”两种颜色外，我们还有其

他很多种颜色。



紧扣教材，自学指导二    5分钟

1、归纳逻辑的基本规律。

2、“划分不当”“自相矛盾”“强加因果
”“以偏概全”等逻辑错误各自违反了哪个
逻辑规律才导致的这些逻辑错误？



逻辑作为思维的规律，具有这四个基本规律——“同一律”“不

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

基 本 规 律

1.归纳逻辑的基本规律

展示交流，精讲点拨二



（1）同一律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和判断具有确定性，始终

保持如一。也就是概念间的关系应为“全同关系”。

同 一 律



“不矛盾律”要求相互否定的判断不能同真；“排中律”要求两个

相互矛盾的判断必有一真。使用这两个规律时，概念间的关系应为“矛

盾关系”，互为“矛盾关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同真但必有一真，也就是

一定是一真一假。

排 中 律

（2）排中律



“充足理由律”要求一个被断定为真的判断具备充足的理由。一个

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原因，但结果的出现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

充 足 理 由 律

（3）充足理由律



“不矛盾律”要求相互否定的判断不能同真；“排中律”要求两个相

互矛盾的判断必有一真。使用这两个规律时，概念间的关系应为“矛盾

关系”，互为“矛盾关系”的两个概念不能同真但必有一真，也就是一

定是一真一假。

不 矛 盾 律

（3）不矛盾律



“充足理由律”要求一个被断定为真的判断具备充足的理由。一个

概念是另一个概念的原因，但结果的出现一定要有充足的理由。

充 足 理 由 律

（4）充足理由律



合作探究

辨  别

谬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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