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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章 常用逻辑用语

1．1 命题及其关系

1．1．1 命 题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了解命题的概念．

2． 会判断命题的真假，能够把命题化为“若 p，则

q”的形式．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命题的概念及结构．

2． 难点: 命题真假的判断．

基础梳理
1． 命题的定义

用语言、符号或式子表达的，可以 的陈

述句叫做命题．

命题
真命题: 判断句为 的语句．

假命题: 判断句为 的语句．{












2． 命题的构成

在本章中，我们只讨论“若 p，则 q”形式的命

题，这 种 形 式 的 命 题 中 的 p 叫 做 命 题 的

，q叫做命题的 ．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命题的判断

方法规律 判断一个语句是不是命题，就是要看它是否

符合“是陈述句”和“可以判断真假”这两个条件，一

般来说，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都不是命题，科学猜

想也是命题，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时间的推

移，总能判断它的真假．

例题 1 下列语句是命题的有 ．( 写出序号)

①等边三角形难道不是等腰三角形吗?

②垂直于同一条直线的两条直线必平行吗?

③大角所对的边大于小角所对的边;

④作△ABC △A'B'C';

⑤北京城建设得真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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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总 结 判断一个语句是否是命题的步骤:

第一步: 语句格式是否为陈述句，只有陈述句才

有可能是命题，而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等一般都不

是命题;第二步:该语句能否判断真假．

变式训练 1 判断下列语句是否为命题:

( 1) 求证槡3是无理数;

( 2) 若 xy是有理数，则 x、y是有理数;

( 3) 二次函数的图象太美了!

( 4) x2－2x－3＜12;

( 5) 他是你班的学生吗?

( 6) x∈N* ．

题型二 命题真假的判断

方法规律 命题真假的判断，关键在于对相关知识的理

解与掌握．对于立体几何的相关命题的判断，最好画

出简图，帮助判断．

例题 2 ( 浙江) 下列命题中错误的是 ( )

A． 如果平面 α⊥平面 β，那么平面 α 内一定存在

直线平行于平面 β

B． 如果平面 α不垂直于平面 β，那么平面 α内一

定不存在直线垂直于平面 β

C． 如果平面 α⊥平面 γ，平面 β⊥平面 γ，α∩β=l，那

么 l⊥平面 γ

D． 如果平面α⊥平面 β，那么平面α内所有直线都垂

直于平面 β

听课记录

总 结 一般地，要判断一个命题是真命题，需要经

过严格的推理论证，在判断时，要有推理依据，有时应

综合各种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判断一个命题是假

命题，常常举出一个反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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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训练 2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

( 1) 如果学好了数学，那么就会使用电脑;

( 2) 正项等差数列的公差大于零;

( 3) 正方形既是矩形又是菱形;

( 4) 若 a，b都是奇数，则 ab必是奇数．

题型三 命题的结构

方法规律 ( 1) 对于条件和结论不明显的命题，应分析

出条件和结论，再改写为“若 p，则 q”的形式．

( 2) 将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的关键是

分清命题的条件和结论，有时也写成“只要 p，就有 q;

如果 p，那么 q”等形式，但要注意语言描述的流畅性．

例题 3 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并判断命

题的真假．

( 1) 当 ac＞bc时，a＞b;

( 2) 已知 x，y为正整数，当 y= x+1时，y= 3，x= 2;

( 3) 当 m＞
1
4时
，mx2－x+1= 0无实根;

( 4) 末位数字是 0的整数能被 5整除;

( 5) 奇函数的图象关于原点对称．

听课记录

总 结 解决此类题目，首先要分清命题的条件和结

论，尤其注意( 2) 中大前提不能作为条件来处理．

变式训练 3 指出下列命题中的条件 p 和结论 q，并判

断各命题的真假．

( 1) 若四边形是平行四边形，则它的对角线互相

平分;

( 2) 若 a＞0，b＞0，则 a+b＞0;

( 3) 面积相等的三角形是全等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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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语句: ①平行四边形不是梯形; ②槡3是无理

数;③作直线 AB; ④今天会下雪吗? ⑤这是一棵

大树;⑥2014年青奥会在南京举行．其中命题的个

数是 ( )

A． 2 B． 3

C． 4 D． 5

下列命题中，是真命题的是 ( )

A． { x∈R | x2+4= 0}不是空集

B． { x∈N | | x－2 | ＜3}是无限集

C． 空集是任何集合的真子集

D． 方程 x2－6x= 0的根是自然数

命题“互为反函数的图象关于直线 y = x 对称”的

条件 p是 ，结

论 q是 ．

把下列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并判断命

题的真假．

( 1) 当 m＜
1
4时
，方程 mx2－x+1= 0有实根;

( 2) 实数的平方是非负实数;

( 3) 互相垂直的两直线斜率乘积等于－1;

( 4) 末位数是 0或 5的整数，能被 5整除．

指出下列命题的条件 p 和结论 q，并判断命题的

真假．

( 1) 若整数 a不能被 2整除，则 a是奇数;

( 2) 菱形的对角线相等且互相平分;

( 3) 相等的两个角是对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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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四 种 命 题

1．1．3 四种命题间的相互关系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了解四种命题的概念．

2． 认识四种命题的结构，会写命题的逆命题、否

命题和逆否命题．

3． 认识四种命题之间的关系以及真假性之间的

关系．

4． 会利用命题的等价性解决问题．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结合命题的真假判定，考查四种命

题的结构以及理解四种命题的关系．

2． 难点:等价命题的应用．

基础梳理

1． 四种命题

名称 定义 表示形式

互逆

命题

对于两个命题，如果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分别是另一个命题

的 和 ，那么这样的两个命题叫做 ，

其中一个命题叫做原命题，另一个叫做原命题的 ．

原命题为“若

p，则 q”，逆命

题为

“ ”．

互否

命题

对于两个命题，其中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恰好是另一个

命题的 和 ，这样的两个命题叫做互否命

题．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命题叫做原命题，那么另一个叫做原

命题的 ．

原命题为“若

p，则 q”，否命

题为

“ ”．

互为逆

否命题

对于两个命题，其中一个命题的条件和结论恰好是另一个

命题的 和 ，这样的两个命题叫做互为逆

否命题．如果把其中的一个命题叫做原命题，那么另一个叫

做原命题的 ．

原命题为“若

p，则 q”，逆否

命题为

“ ”．




























2． 四种命题的真假性

( 1) 四种命题的真假性，有且仅

有下面四种情况．

原命题 逆命题 否命题 逆否命题

真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假 假

( 2) 四种命题的真假性之间的

关系

①两个命题互为逆否命题，它

们有 的真假性．

②两个命题为互逆命题或互否

命题，它们的真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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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写已知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与逆否命题

方法规律 ( 1) 写命题的四种形式时，首先要找出命题

的条件和结论，然后写出命题的条件的否定和结论的

否定，再根据四种命题的结构写出所求命题．

( 2) 交换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得到逆命题; 同

时否定原命题的条件和结论，得到否命题; 交换原命

题的条件和结论，并且同时否定，得到逆否命题．

例题 1 分别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

命题．

( 1) 若实数 a，b，c成等比数列，则 b2 =ac;

( 2) 函数 y= logax( a＞0 且 a≠1) 在( 0，+∞ ) 上是

减函数时，loga2＜0．

听课记录

总 结 ( 1) 若命题是“若 p，则 q”的形式，可以直接

写出其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

( 2) 当一个命题不是“若 p，则 q”的形式时，要先

将命题改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明确条件是什么，

结论是什么，然后结合四种命题的关系写出该命题的

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

变式训练 1 写出以下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

命题:

( 1) 如果直线垂直于平面内的两条相交直线，那

么这条直线垂直于平面;

( 2) 如果 x＞10，那么 x＞0．

题型二 四种命题的真假判断

方法规律 ( 1) 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与前面的命题真

假判断一样，可以通过逻辑证明或举反例进行判断．

( 2) 判断四种命题的真假可以利用真假性关系:

原命题与逆否命题等价，逆命题和否命题等价，它们

同真同假，在只要求判断真假的题目中，可以不一一

写出逐个判断，利用等价性判断更为方便简捷．

例题 2 写出下列命题的逆命题、否命题和逆否命题，

并判断命题的真假．

( 1) 若方程 x2+2x+a= 0有实根，则 a＜1;

( 2) 若 ab= 0，则 a= 0或 b= 0;

( 3) 若 x2+y2 = 0，则 x，y全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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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总 结 直接判断命题真假有难度时，可以利用原命

题与逆否命题、逆命题与否命题的等价性，先判断等

价命题的真假，由等价命题的真假确定原命题的

真假．

变式训练 2 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并写出它们的逆命

题、否命题、逆否命题，同时判断这些命题的真假．

( 1) 若 a＞b，则 ac2＞bc2 ;

( 2) 若四边形的对角互补，则该四边形是圆的内

接四边形;

( 3) 若在二次函数 y = ax2 +bx+c 中，b2 －4ac＜0，则

该二次函数图象与 x轴有公共点．

题型三 逆否命题的应用

方法规律 ( 1) 由于原命题与其逆否命题是等价的，因

此当证明原命题感到困难或对原命题不易判断真假

时，可考虑证明或判断它的逆否命题是否成立．

( 2) 利用逆否命题与原命题等价，可以省去否定

条件和结论时的过程，简化问题的求解．

例题 3 证明:已知函数 f( x) 是 R 上的增函数，a、b∈

R，若 f( a) +f( b) ≥f( －a) +f( －b) ，则 a+b≥0．

听课记录

总 结 解答本题的过程中很容易把逆否证法和反

证法混淆，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忽视了这两种证法

的本质区别．

变式训练 3 判断命题“若 m＞0，则 x2+x－m= 0有实根”

的逆否命题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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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命题“若 p，则 q”为真时，下列命题中一定正确的是

( )

A. 若 q，则 p B. 若 p，则 q

C. 若 q，则 p D. 若 p，则 q

命题“若 A∪B=A，则 A∩B=B”的否命题是

( )

A． 若 A∪B≠A，则 A∩B≠B

B． 若 A∩B=B，则 A∪B=A

C． 若 A∩B≠B，则 A∪B≠A

D． 若 A∪B≠A，则 A∩B=B

命题“偶函数的图象关于 y 轴对称”的逆否命

题是 ．

下列命题:

①若 xy= 1，则 x，y互为倒数;

②二次函数的图象与 x轴有公共点;

③平行四边形是梯形;

④若 a+c＞b+c，则 a＞b．

其中真命题是 ( 写出所有真命题的

编号) ．

把下列命题写成“若 p，则 q”的形式，并写出它们

的逆命题、否命题与逆否命题．

( 1) 当 x= 2时，x2－3x+2= 0;

( 2) 对顶角相等;

( 3) 末位数字是 4的整数，可以被 2整除．
































1．2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1．2．1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1．2．2 充 要 条 件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理解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的概念．

2． 掌握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的判断

方法．

3． 会求解或证明一些简单命题的充要条件．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的

概念．

2． 难点:必要条件概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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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梳理
1． 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

命题真假 “若 p，则 q”是真命题 “若 p，则 q”是假命题

推出关系 pq p q

条件关系
p是 q的 条件

q是 p的 条件

p不是 q的 条件

q不是 p的 条件










2． 充要条件

( 1 ) 如 果 既 有 ，又 有

，就记作 pq，p 是 q 的充分必要

条件，简称 条件．

( 2) 概括地说: 如果 ，那么 p

与 q互为充要条件．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的判断

方法规律 判断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充要条件问题时常用

以下方法:

( 1) 定义法:直接判断 pq 和 qp 是否成立，然后

得出结论．

( 2) 等价法:利用命题的等价形式:

pq q p，qp p q，pq 与 p

 q的等价关系，对于条件和结论是否定形式的命

题，一般运用等价法．

( 3) 集合法:设条件 p对应集合 A，条件 q 对应集

合 B，则若AB则 p是 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若 AB

则 p是 q的充分条件，若 A=B则 p是 q的充要条件．

例题 1 指出下列各题中，p是 q的什么条件( 在“充分

不必要条件”“必要不充分条件”“充要条件”“既不充

分又不必要条件”中选出一种作答) ．

( 1) 在△ABC中，p: A＞B，q: BC＞AC;

( 2) 对于实数 x，y，p: x+y≠8，q: x≠2或 y≠6;

( 3) 在△ABC中，p: sin A＞sin B，q: tan A＞tan B;

( 4) 已知 x，y∈R，p: ( x－1) 2 +( y－2) 2 = 0，q: ( x－

1) ( y－2) = 0．

听课记录

总 结 处理充分条件、必要条件问题时，首先要分

清条件和结论，然后才能进行推理和判断;

用定义判断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方法 ( 定义

法) :

( 1) 若 pq但 q p，则 p 是 q 的充分但不是必

要条件;

( 2) 若 qp但 p q，则 p 是 q 的必要但不是充

分条件;

( 3) 若 pq，则 p是 q的充要条件;

( 4) 若 p q 且 q p，则 p 既不是 q 的充分条件

也不是 q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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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训练 1 ( 山东) 设 a＞0且 a≠1，则“函数 f( x) = ax

在 R上是减函数”是“函数 g( x) = ( 2－a) x3 在 R上是

增函数”的 ( )

A． 充分不必要条件

B． 必要不充分条件

C． 充分必要条件

D． 既不充分也不必要条件

题型二 根据充分、必要条件求参数范围

方法规律 ( 1) 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是将 p、q 之间的

关系转化为 p、q确定的集合之间的包含关系，同时注

意命题等价性的应用，体现转化与化归的思想．

( 2) 应用充分、必要条件确定参数的取值范围

时，要理清集合包含关系，并借助数轴的直观性，特别

要注意端点值的取舍．

例题 2 已知 p: x
x+2≥0，

x－10≤0{{ }，q: { x | x2 －2x+1－m2≤

0，m＞0}，若 p是 q的充分不必要条件，求实数 m的取

值范围．

听课记录

总 结 把 p、q之间的充要关系转化为 p、q确定的集

合之间的包含关系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关键．同时，注

意命题等价性的应用，可简化解题过程．

变式训练 2 若本例中的条件改为“p 是 q 的必要不充

分条件”，其他不变，求 m的取值范围．

题型三 充要条件的证明

方法规律 ( 1) 分别证明充分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在

解题时要避免把充分性当必要性来证明的错误，这就

需要分清条件与结论，若从条件推出结论，就是充分

性;若从结论推出条件，就是必要性．

( 2) 等价法: 就是从条件( 或结论) 开始，逐步推

出结论( 或条件) ，但要注意每步都是可逆的，即反过

来也能推出．

例题 3 求证:关于 x的方程 ax2 +bx+c = 0 有一个根为

1的充要条件是 a+b+c=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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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记录 总 结 有关充要条件的证明问题，要分清哪个是条

件，哪个是结论．证明要分两个环节: 一是充分性，二

是必要性，此时要特别注意充分性和必要性所推证的

内容是什么．

变式训练 3 证明:函数 f( x) =
a·2x+a－2

2x+1
( x∈R) 是奇

函数的充要条件是 a= 1．
































随 堂 演 练

设 x∈R，则 x＞2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是

( )

A. x＞1 B. x＜1

C. x＞3 D. x＜3

若 a∈R，则“a= 2”是“( a－1) ( a－2) = 0”的

( )

A． 充分而不必要条件

B． 必要而不充分条件

C． 充要条件

D． 既不充分又不必要条件

用“充分不必要条件”“必要不充分条件”或“充要条

件”填空．

( 1) “xy= 1”是“lg x+lg y= 0”的 ;

( 2) “△ABC △A' B' C'”是“△ABC △A' B'

C'”的 ．

已知 M= { x | 0＜x≤3}，N= { x | 0＜x≤2}，那么“a∈

M”是“a∈N”的 条件．

条件 p: 1－x＜0，条件 q: x＞a，若 p 是 q 的充分不必

要条件，求 a的取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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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简单的逻辑联结词

1．3．1 且( and) 1．3．2 或( or) 1．3．3 非( not)

课标导学
课标要求

1． 了解逻辑联结词“且”“或”“非”的含义; 会用

它们正确表述相关的数学内容．

2． 会判断含有逻辑联结词的命题的真假．













重难点提示

1． 重点: 了解逻辑联结词“且”“或”“非”的

含义．

2． 难点:理解“p∧q”“p∨q”“ p”的真假和

用简洁、准确的语言表述新命题“p∧q”“p∨q”

“ p”．

基础梳理
1． 用逻辑联结词构成新命题

( 1) 用逻辑联结词“且”把命题 p 和命题 q

联结起来，就得到一个新命题，记作 ，

读作“ ”．

( 2) 用逻辑联结词“或”把命题 p 和命题 q

联结起来，就得到一个新命题，记作 ，

读作“ ”．

( 3) 对一个命题 p全盘否定，就得到一个新

命题，记 作 ，读 作“ ”或

“ ”．

















2． 含有逻辑联结词的命题的真假

( 1) p∧ q: 当命题 p、q 都是 时，p∧ q 是

命题;当 p、q中有一个命题是 时，则 p

∧q是假命题．

( 2) p∨ q: 当 p、q 至少有一个为真时，p∨ q 是

命题;当 p、q 时，p∨q是假命题．

( 3)  p: 若 p是真命题，则 p 必是 命题;

若 p是假命题，则 p必是 命题．

典 型 例 题

题型一 含逻辑联结词的命题的真假判断

方法规律 ( 1) 为了正确判断含逻辑联结词命题的真

假，首先要确定命题的构成形式，然后指出其中简单

命题的真假．

( 2) 根据“且”“或”“非”的含义判断“p∧q”“p∨

q”“ p”的真假．“p∧q”形式，“一假则假”;“p∨q”形

式，“一真则真”;  p与 p的真假相反．

例题 1 分别指出下列各组命题的“p∧ q”“p∨ q”

“ p”形式的新命题( 复合命题) 的真假．

( 1) p: 3＞3，q: 3= 3;

( 2) p:{ 0}，q: 0∈;

( 3) p: AA，q: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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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p:函数 y= x2 +3x+4 的图象与 x 轴有公共点，

q:方程 x2+3x－4= 0没有实根．

听课记录

总 结 解决该类问题的步骤:

( 1) 弄清构成它的命题 p、q的真假;

( 2) 弄清它的结构形式;

( 3) 根据真假表判断构成新命题的真假．

变式训练 1 已知命题 p:所有有理数都是实数，命题 q:

正数的对数都是负数，则下列命题为真命题的是

( )

A． (  p) ∨q

B． p∧q

C． (  p) ∧(  q)

D． (  p) ∨(  q)

题型二 命题的否定

方法规律 命题的否定与否命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

要混淆，当一个命题为真时，它的否定一定为假，但它

的否命题不一定为假，命题的否定是对命题的全盘否

定，有些命题的否定要结合命题的具体含义，在否定

的过程中，对其正面叙述的词语进行否定叙述，如:

“至多有一个”的否定形式为“至少有两个”; “都是”

的否定形式为“不都是”; “至少有一个”的否定形式

为“一个也没有”．

例题 2 写出下列命题的否定，并判断它们的真假:

( 1) p: a，b为实数，a2+b2≥2ab;

( 2) p:函数 y = x2 + 3x + 4 的图象与 x 轴没有公

共点;

( 3) p: a，b 为整数，若 a+b 为偶数，则 a，b 都是

偶数;

( 4) p: a，b，c 是实数，当 a2 +b2 +c2 －ab－bc－ac = 0

时，a= b= c．

听课记录

总 结 写出命题的非( 否定) ，需要对其正面叙述的

词语进行否定，要注意含“或”“且”的复合命题的否

定，以及含有“至少”“至多”这类词语的命题的否定．

变式训练 2 写出下列命题 p的非( 否定) ．

( 1) p: 100既能被 4整除又能被 5整除;

( 2) p: 一元二次方程至多有两个实数解;

( 3) p: 2＜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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