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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高考政治一轮复习：选择性必修 3《逻辑与政治》

知识点考点过关背诵默写清单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第一单元  树立科学思维观念

第一课   走进思维世界

1.思维的特征：（1）差异性

（2）共同特征：①思维具有间接性（强调由已知→未知，感性→理性；推断）；

②思维具有概括性（舍去现象，把握本质；强调由具体→抽象，总结）；

③思维具有能动性 (强调加工、创造 )；

2.思维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又反作用于实践。正确的思维能够指导人们在

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

3.思维的基本形态：

（1）抽象思维：①基本单元：概念；

②基本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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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概念性、运行方式的推导性、思维表达的严谨性。

（2）形象思维：①基本单元：感性形象；

②基本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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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形象性、运行方式的想象性、思维表达的情感性。

第二课   把握逻辑要义

1.逻辑学研究对象：逻辑规律与规则以及思维方法。

2.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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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别关注：推理问题。

（2）推理：由前提和结论构成的，由前提推导结论，前提作为结论的理由。

（3）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真前提推出真结论，取决于思想的形式结构。

（4）推理结论是否一定为真，取决于：前提内容的真实性和推理形式的有效性。

3.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

（1）同一律：思维的确定性要求

①常用公式：“A 是 A”。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如果

是真的，就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就是假的。

③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保持自身同一性。不能混淆概念，也

不能转移论题。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1.思维的特征：（1）        

（ 2）共同特征：①思维具有       （强调由已知→       ，感性

→       ；     ）；

②思维具有       （舍去现象，          ；强调由具体→      ，总结）；

③思维具有能动性 (强调        )；

2.思维在       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又         于实践。           的思维

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                     。

3.思维的基本形态：

（1）抽象思维：①基本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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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基本形式：以                等反映认识对象，揭示事物的           。

③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       、运行方式的        、思维表达的      。

（2）形象思维：①基本单元：           ；

②基本形式：在                的基础上，运用                   等反

映认识对象，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③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       、运行方式的       、思维表达的       。

时间：2024 年     月      日

1.逻辑学研究对象：                   以及             。

2.形式逻辑：研究               及其规律。

（1）特别关注：            问题。

（2）推理：由        和       构成的，由前提推导结论，前提作为结论的理由。

（3）从形式逻辑角度看：从       推出         ，取决于思想的           。

（4）推理结论是否一定为真，取决于：               和                   。

3.逻辑思维的基本要求 

（1）同一律：思维的            要求

①常用公式：“             ”。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        、从同一        、对同一       所形成的论断

“A”，如果是真的，就是真的；如果是假的，就是假的。

③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保持          。不能          ，

也不能           。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第 4 页 共 21 页

（2）矛盾律：思维的一致性要求

①常用公式：“A 不是非 A”。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表示对 A 否定的论断) ”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可以同假）

③适用范围：矛盾关系、上反对关系；

④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不能断定它们都成立。否则犯“两可（自相矛盾）”的错误。

（3）排中律：思维的明确性要求

①常用公式：“A 或者非 A”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可以同真）

③适用范围：矛盾关系、下反对关系

④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不能断定它们都不成立。否则犯“两不可（骑墙居中）”的错误。

第三课   领会科学思维

1.任何思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

2.科学思维的特征：追求认识的客观性；结果具有预见性；结果具有可检验性。

3.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①思维素养方面：有利于纠正逻辑错误，驳斥诡辩，捍卫真理；有利于把握事物的

本质和发展规律；有利于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高创新能力。

②思想政治方面：有助于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们所在的历

史方位，提高我们的政治站位，提升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发扬科学精神，助

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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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2）矛盾律：思维的               要求

①常用公式：“                  ”。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表示对 A 否定的论断) ”                       。（           ）

③适用范围：                      ；

④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不能断定它们                 。否则犯“                     ”的错误。

（3）排中律：思维的         要求

①常用公式：“            ”

②基本内容：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             ）

③适用范围：                           ；

④要求：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象所形成的论断“A”和“非 A”

不能断定它们            。否则犯“                          ”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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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 年     月      日

1.任何思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是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

2.科学思维的特征：                   ；               ；                 。

3.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①思维素养方面：有利于                  ，驳斥诡辩，                  ；

有利于                     ；有利于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高          。

②思想政治方面：有助于认清                    ，准确把握我们所在的历史方

位，提高我们的             ，提升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发扬        ，

助力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第 4 课   准确把握概念

1.属性的含义：事物的性质和关系。

2.概念的含义：通过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的思维形式。

性质：概念是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

3.概念的基本特征：（1）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什么）

（2）外延：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的范围。（有哪些）

4.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依据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是否具有相同部分，概念之

间的外延关系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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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容关系：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具有相同的部分。可分为：全同关系、属

种关系、种属关系和交叉关系。

（2）不相容关系(全异关系)：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不具有相同部分。可分为：

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5.明确内涵的方法：

（1）定义是从内涵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构成结构：被定义项、定义联项、定义项（种差+属概念）。

（3）下一个正确定义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

①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同；否则会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的

错误。

②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否则会犯“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

的错误。     

③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否则会犯“否定定义”的逻辑错误。

④定义不能用比喻。否则会犯“比喻定义”的逻辑错误。

6.明确外延的方法：

（1）划分是从外延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构成结构：母项、子项。

（3）作出正确划分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

①子项的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否则犯“划分不全”或“多出子项”的

错误。

②在同一次划分中，只能用同一个标准。否则犯“划分标准不一”的错误。

③划分应该逐级进行，不能越级。否则，就会犯“越级划分”的错误。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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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1.属性的含义：事物的              。

2.概念的含义：通过揭示事物的             而           的思维形式。

性质：概念是具有                        的。

3.概念的基本特征：（1）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         。（        ）

（2）外延：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的     。（       ）

4.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依据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              ，概念之间

的外延关系分为            和               。

（1）相容关系：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                      。可分为：     

关系、         关系、         关系和           关系。

（2）不相容关系(全异关系)：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                  。可分

为：         关系和            关系。

时间：2024 年     月      日

5.明确内涵的方法：

（1）           是从              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构成结构：            、            、                     。

（3）下一个正确定义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

①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          ；否则会犯“       ”或“        ”的错误。

②定义项                  地包含被定义项；否则会犯“             ”或

“            ”的错误。     

③定义一般             形式；否则会犯“否定定义”的逻辑错误。

④定义不能用           。否则会犯“比喻定义”的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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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确外延的方法：

（1）            是从         方面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2）构成结构：         、           。

（3）作出正确划分应该遵循必要的逻辑规则：

①          必须等于     的外延。否则犯“       ”或“        ”的错误。

②在同一次划分中，                 。否则犯“划分标准        ”的错误。

③划分应该              ，不能越级。否则，就会犯“           ”的错误。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1.判断是指对认识对象               的思维形式。来源于           。

2.判断的基本特征：对认识对象            （肯定、否定）；有       之分。

3.判断的类型：依据判断本身          判断，判断分为      判断和     判断。

（1）简单判断：             的判断，包括         判断和           判断。

（2）复合判断：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包括    判断、    判断和    判断。

4.正确运用性质判断：

（1）含义：断定认识对象             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又称      判断。

（2）逻辑结构：由                        构成。

（3）种类：

①标准一：依据判断的       ，可分为：      判断、          判断。

②标准二：从判断的         ，可分为：     判断、     判断、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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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标准三：从质与量的结合上划分，可分为：          判断、        判断， 

判断、          判断，         判断、            判

断。

时间：2024 年     月      日

（4）准确运用性质判断的要求

不能缺少           ； 避免主项与谓项       ；

准确使用            ；      多重否定。

5.正确运用关系判断

（1）含义：断定认识对象之间          的判断叫作关系判断。

（2）逻辑结构：由                    构成。

（3）种类：依据“关系的性质”可分为           关系和           关系。

①对称性关系：            。（A、B）

         关系：反过来也对；     

         关系：反过来一定不对；     

         关系：反过来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②传递性关系：                  。（A、B、C....）

传递关系：跳过 b            。

反传递关系：跳过 b          。

非传递关系：跳过 b                     。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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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第 5 课   正确运用判断

1.判断是指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来源于实践。

2.判断的基本特征：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肯定、否定）；有真假之分。

3.判断的类型：依据判断本身是否包含其他判断，判断分为简单判断和复合判断。

（1）简单判断：直接由概念构成的判断，包括性质判断和关系判断。

（2）复合判断：本身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包括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

4.正确运用性质判断：

（1）含义：断定认识对象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判断。又称直言判断。

（2）逻辑结构：由量项、主项、联项、谓项构成。

（3）种类：

①标准一：依据判断的性质，可分为：肯定判断、否定判断。

②标准二：从判断的数量、范围，可分为：全称判断、特称判断、单称判断。

③标准三：从质与量的结合上划分，可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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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准确运用性质判断的要求

不能缺少主项和谓项； 避免主项与谓项配合不当；

准确使用量项和联项； 误用多重否定。

5.正确运用关系判断

（1）含义：断定认识对象之间关系的判断叫作关系判断。

（2）逻辑结构：由关系者项、关系项、量项构成。

（3）种类：依据“关系的性质”可分为对称性关系和传递性关系。

①对称性关系：只有 2 个对象。（A、B）

对称关系：反过来也对；     

反对称关系：反过来一定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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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关系：反过来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②传递性关系：有 3 个及以上对象。（A、B、C....）

传递关系：跳过 b 也对。

反传递关系：跳过 b 不对。

非传递关系：跳过 b 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6.正确运用联言判断

（1）含义：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判断。

（2）逻辑结构：由联结项和联言支组成。

（3）逻辑性质：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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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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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正确运用选言判断

（1）含义：是断定对象可能情况的判断。

（2）逻辑结构：由选言支和联结项组成。

（3）分类：依据选言判断对选言支之间关系的断定情况，分为

①相容选言判断：选言支所断定的情况可以同时并存；

“或者…或者…”、“也许…也许…”。

②不相容选言判断：选言支所断定的情况只能有一种存在，不能有两种和两种

以上的情况并存，“要么…要么…”、“不是…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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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选言判断的真假：

①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言支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也可以都是真

的。如果没有选言支是真的，这个相容选言判断就是假的。（一真则真，全假才

假）

②不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言支中有且只能有一个是真的。如果有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言支是真的，或者没有选言支是真的，这个不相容选言判断

就是假的。（有且只有一真为真，全假全真皆假） 

8.正确运用假言判断

（1）含义： 断定事物某情况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另一情况存在（或不存在）

的条件的判断。

（2）逻辑结构：由表示条件关系的两个支判断和假言联结项组成。

（3）分类：

①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如果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必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逻辑意义：“有前件必有后件，无前件也可能有后件”。

②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如果没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一定没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逻辑意义:“无前必无后 ,有前未必有后”。

③充要条件假言判断：有了这种情况，必将产生某种情况。

逻辑意义:“有前必有后且无前必无后”。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6.正确运用联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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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                   的判断。

（2）逻辑结构：由                 和              组成。

（3）逻辑性质：

①当且仅当，组成它的                 都是真的，这个联言判断才是真的。

②如果        联言支是假的，这个联言判断就是假的。（                ）

7.正确运用选言判断

（1）含义：是断定对象                     的判断。

（2）逻辑结构：由            和             组成。

（3）分类：依据选言判断对选言支之间关系的断定情况，分为

①             判断：选言支所断定的情况可以             ；

“             ”、“也许…也许…”。

②             判断：选言支所断定的情况         一种存在，       两种

和 两 种 以 上 的 情 况 并 存 ， “ 要 么 … 要 么 … ” 、

“            ”。

时间：2024 年     月      日

（4）选言判断的真假：①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言支中         是

真的，也可以        真的。如果            选言支是真的，这个相容选言判

断就是假的。（                   ）

②不相容选言判断是真的，要求它的选言支中                      是真的。

如果                       的选言支是真的，或者              选言支是真

的，这个不相容选言判断就是假的。（                             ） 

8.正确运用假言判断

（1）含义： 断定事物某情况的                    是另一情况存在（或不存

在）的            的判断。



第 15 页 共 21 页

（2）逻辑结构：由表示条件关系的两个            和                项组成。

（3）分类：

①          假言判断：如果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必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逻辑意义：“                                        ”。

②          假言判断：如果没有前一种事物情况就一定没有后一种事物情况。

逻辑意义:“                                        ”。

③          假言判断：有了这种情况，必将产生某种情况。

逻辑意义:“                                       ”。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1.判断形成的两条途径：一是通过               ;

二是借助已有的判断,             推出一个新的判断。

2.推理的含义、构成、推理结构

（1）含义：从                                               的思维形式。

（2）构成：                  、                        

（3）推理结构：推理的结论是由前提推出来的，                          ，

这种逻辑联系方式叫作推理结构。

3. 推理种类

（1）从                   的认识，可分为     推理、    推理、     推理。

（2）从                         的角度,将推理分为     推理和      推理。

演绎推理是      推理, 归纳推理(除    归纳推理外)和类比推理是    推理。

4.演绎推理的逻辑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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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义：从                                 的推理。

（2）正确的演绎推理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               、               。

时间：2024 年     月      日

5.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

（1）含义：又称“       ”，是通过               而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推理。

（2）遵循的规则：

①               主项和量项。

②改变前提判断的质。（                              ）

③ 换 谓 项 （ 找 与 谓 项 相 矛 盾 的 概 念 ） （ 矛 盾 关

系：                         ）

6.性质判断的换位推理

（1）含义：又称“      ”，是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           的位置而

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推理。

（2）遵循的规则：

    ①推理时        前提判断的联项。（前提判断是     的,换位后还是   的）

②将前提判断的                       。

③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换位后也           。（            ，无所谓）

7.主项谓项周延问题

（1）周延：一个性质判断如果       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             ；

（2）不周延：         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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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第 6 课   掌握演绎推理方法

1.判断形成的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实践;

二是借助已有的判断,合乎逻辑地推出一个新的判断。

2.推理的含义、构成、推理结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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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前提、结论

（3）推理结构：推理的结论是由前提推出来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逻

辑联系方式，这种逻辑联系方式叫作推理结构。

3. 推理种类

（1）从对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的认识，可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2）从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的角度,将推理分为必然推理和或然推理。

演绎推理是必然推理, 归纳推理(除完全归纳推理外)和类比推理是或然推理。

4.演绎推理的逻辑要义

（1）含义：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

（2）正确的演绎推理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前提真实，推理结构正确

5.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

（1）含义：又称“换质法”，是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质”而得出一个新判

断的推理。

（2）遵循的规则：

①不改变主项和量项。

②改变前提判断的质。（肯定变否定，否定变肯定）

③换谓项（找与谓项相矛盾的概念）（矛盾关系：A 变非 A，B 变非 B）

6.性质判断的换位推理

（1）含义：又称“换位法”，是通过改变已知性质判断的主项和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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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而得出一个新判断的推理。

（2）遵循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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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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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的项，无所谓）

7.主项谓项周延问题

（1）周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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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不周延：没有断定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

过关背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第二单元  遵循逻辑思维规则

 第 6 课   掌握演绎推理方法

8.三段论推理

（1）含义：是演绎推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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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3 项、2 前提、1 结论

        “大项(P)”: 结论中的谓项，包含大项的前提叫大前提；

“小项(S)”: 结论中的主项；包含小项的前提叫小前提；

“中项(M)”: 结论中不出现而在前提中出现两次的那个项。

（3）正确进行三段论推理的规则：

①一正确的三段论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否则就会范“四概念”错误；

②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否则就会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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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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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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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论中不能有两个否定前提）

否则，就会犯“双否前提”的错误。

结论为否定，当且仅当，前提中有一否定(一否得否)。

9.复合判断的联言推理

（1）含义：依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全真才真，一假则假）进行的推理。

（2）形式： ①合成式： P(真) ，Q(真),所以，P 并且 Q（真）             

②分解式： P 并且 Q（真），所以 Q（真）                            

10.复合判断的选言推理

（1）含义：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相容选言：一真即真,全假才假/不相容

选言：有且只有一个真才真）进行的推理。

默写清单

范围：选择性必修三《逻辑与思维》    要求：基础知识人人过关

姓名：                 班级：           

时间：2024 年     月      日

8.三段论推理

（1）含义：是            的一种重要形式。它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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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借助一个           的项推出一个             性质判断的推理。

（2）结构：          、            、           

        “           ”: 结论中的谓项，包含大项的前提叫大前提；

“           ”: 结论中的主项；包含小项的前提叫小前提；

“           ”: 结论中不出现而在前提中出现两次的那个项。

（3）正确进行三段论推理的规则：

①一正确的三段论只能有        不同的项。否则就会范“        ”错误；

②中项在前提中            一次。否则就会犯“              ”的错误。

③前提中       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否则就会犯“             ”或

“             ”的错误。

④两个否定的前提           推出结论。（三段论中                前提）

否则，就会犯“             ”的错误。

结论为否定，当且仅当，             (一否得否)。

时间：2024 年     月      日

9.复合判断的              

（1）含义：依据联言判断的逻辑性质（                      ）进行的推理。

（2）形式： ①合成式：                                                  

②分解式：                                                                 

10.复合判断的             

（1）含义：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相容选言：                /不相容

选言：               ）进行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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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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646133024201011001

https://d.book118.com/64613302420101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