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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我省的高中课程改革，我们聘请山东、广东、江苏、浙江等高中课

改实验区的一线教研人员共同编写了《实验教材新学案》丛书。

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本套丛书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近年高中课改

实验区的经验和成果，以“探究性学习”为核心，以“三维能力建构”为宗旨，精

编学习内容，注重能力培养，尽可能兼顾不同学校和不同程度学生的需要。

本书与教材同步，按课前、课中、课后设置栏目，每专题前设有“专题概览”

“课标要求”，每框设有“学习目标”“重、难点探究”“要点笔记”“思维体悟”“三

维测评”，每专题后设有“知识网络”“高考之窗”“综合测评”“拓展阅读”等栏

目。

栏目说明：

专 题 概 览　简要概述本专题的内容并说明各框间的联系，本专题在

全书中的地位及与其他专题的关系。

课 标 要 求　课程标准中相关本专题学习的具体内容标准。

学 习 目 标　明确本框学习的三维标准。

重、难点活学　对本框学习内容中的重、难点的讲解和辨析，挖掘要点的

内涵本质，突破重点，化解难点，诠释疑点，整合、建构教

材主干知识。每个重、难点的解析后有对应的例题和练

习。

要 点 笔 记　梳理出本框知识要点，以条文的形式列出。

思 维 体 悟　针对本框内容设计启发式问题，引发相互间互动探讨，动

脑思考，重在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三 维 测 评　重视同步性、梯度性、探究性，尽量选编近年课改实验区

出现的新题。

知 识 网 络　归纳梳理知识点，构建本专题知识体系。

高 考 之 窗　展示近年高考特别是高中课改实验区高考中和本专题相

关的原题。

综 合 测 评　针对各专题的测试卷。

拓 展 阅 读　对应专题学习内容，选编科技知识、科学小品文和专题综

述报告等。

《实验教材新学案》丛书编写组



书书书

１　　　　

　专题一　　 树立科学思维的观念

　　１　探究思维奥秘 １………………………………………………………………………

　　２　学会科学思维 ４………………………………………………………………………

　　专题一系统复习 整合创新 ８……………………………………………………………

　　专题一综合测评 １０………………………………………………………………………

　专题二　　 遵循形式逻辑的要求

　　１　思维需要逻辑 １３………………………………………………………………………

　　２　准确把握概念 １８………………………………………………………………………

　　３　恰当运用简单判断 ２２…………………………………………………………………

　　４　学会运用复合判断 ２６…………………………………………………………………

　　５　掌握演绎推理的方法（上） ３０…………………………………………………………

　　６　掌握演绎推理的方法（下） ３４…………………………………………………………

　　７　学会归纳推理的方法 ３９………………………………………………………………

　　８　学会类比推理的方法 ４３………………………………………………………………

　　专题二系统复习 整合创新 ４７……………………………………………………………

　　专题二综合测评 ４９………………………………………………………………………

　专题三　　 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

　　１　思维应该辩证 ５２………………………………………………………………………

　　２　学会分析综合 ５６………………………………………………………………………

　　３　领会思维具体 ５９………………………………………………………………………

　　４　推动认识发展 ６３………………………………………………………………………

　　专题三系统复习 整合创新 ６７……………………………………………………………

　　专题三综合测评 ６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２　　　　

　专题四　　 结合实践　善于创新

　　１　思维力求创新 ７２………………………………………………………………………

　　２　运用发散思维 ７６………………………………………………………………………

　　３　驾驭聚合思维 ７９………………………………………………………………………

　　４　善用逆向思维 ８２………………………………………………………………………

　　５　把握直觉、想象和灵感 ８４……………………………………………………………

　　６　鸟瞰思维研究 ８９………………………………………………………………………

　　专题四系统复习 整合创新 ９２……………………………………………………………

　　专题四综合测评 ９４………………………………………………………………………

　　阶段综合测评 ９６…………………………………………………………………………

　　



书书书

专题一 树立科学思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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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是全书的开篇，起着引领和导入作用。一方面，思维是人类所特有的属性，从思维的产生开

始，掌握思维的特征和基本形式，为人们掌握科学思维、学会科学思维、培养创新思维能力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人类活动是具有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需要科学思维的指导，才能使实践活动实现预期的目的，

因此，我们要学会科学思维，明确学会科学思维的意义。
本专题包括探究思维奥秘和学会科学思维，共两框，着重探究以下几个问题: 什么是思维? 思维的特

征有哪些? 思维表达的形态有哪些? 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什么是科学思维? 如何思维才科学?

科学思维的作用及其主要特点是什么? 学习科学思维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通过学习掌握顺利进行科学

思维的基本要求，把握科学思维的精髓，学会科学思维方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做聪颖智慧的

人，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的人。

1. 了解思维的特征、形态和基本形式。
2. 把握科学思维的内涵，理解运用科学思维的意义。
3. 学习科学思维的方法，提升自身的思维品质。

1 探究思维奥秘

学 习 目 标

1. 掌握思维的两大特征———间接性、概括性。
2. 了解思维的形态，认识到思维是内容与形式

的统一。

重、难点探究

★重、难点 全面认识思维

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思维对应于

物质，与意识同义; 狭义的思维相对于感性认识，与

理性认识同义。
1．











 思维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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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思维的间接性。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

的反映，它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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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认识是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的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高级阶段。由于每一个人

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对所要认识的每一个事物不可

能都去直接感知，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也不可能被

人的感觉器官直接感知到，这只能靠人的思维了，

即凭着在实践中获得的丰富的、真实的感性材料，

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从而实现对未知事物的认识，也就是

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 2) 思维的概括性。任何事物都是现象和本质

的统一，由于思维是属于理性认识，即对事物本质

及其规律的认识，在认识事物时思维舍去了其表面

的、非本质的属性，抓住了事物内在的、共同的、本

质的属性，即把握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最一般的

东西，是事物的根本属性和内部联系。
2． 思维的类型

( 1) 思维在表达形式上分为抽象思维和形象

思维两种。抽象思维也叫逻辑思维，是指人在认识

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反映现实的思维方

式，它以抽象性为特征，撇开具体形象，揭示事物的

本质属性。人们把以概念为基本单元进行的思维，

称之为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也叫艺术思维，是文学艺术创作过程

中主要的思维形式，借助于形象反映生活，运用典

型化和想象的方法，塑造艺术形象，表达作者的思

想感情，它 是 以 感 性 形 象 作 为 思 维 运 行 的 基 本

单元。
( 2) 依据思维主体是个人还是群体，思维又分

为个体思维和群体思维。群体思维又称为社会思

维或集体思维，它是集合众人的认识能力、思维智

慧共同认识同一事物的思维活动。这种思维活动

靠集体力量联合攻关，克服了个体思维的局限性，

在深刻认识复杂事物中有巨大作用，因而受到普遍

重视，得到广泛运用。
3． 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实际思维活动中，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各有

其独特的功用，同时又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科学

思维以抽象思维为主，以形象思维为辅; 文学艺术

思维则以形象思维为主，以抽象思维为辅。

资料卡片

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思维和语言有着密切的联系。思维是语言的

内容，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思维的工具，一定的思

维形式都与一定的语言形式相对应。思维和语言

又有区别。思维是一种精神现象，而语言是一种

物质存在。思维和语言各有自己的规律，因而它

们之间的对应不是机械的。语言有民族性，思维

没有民族性，而有全人类性，全人类都要遵循共同

的思维规律。

典例 漫画《对症下药》采用的思维形态是

( )

对症下药

A. 抽象思维 B. 形象思维

C. 逆向思维 D. 横向思维

解析 以感性形象来表达作者意图的思维是

形象思维。
答案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B

练习 歌德说: “如何思维比思维什么更为重

要。”这句话主要说明了 ( )

A. 思维什么即思维的内容已不重要

B. 只要思维内容真实，就是科学思维

C. 只要把握了正确的思维形式，就是科

学思维

D. 强调把握思维形式的重要性

要 点 笔 记

1. 概览思维的特征

思维能够凭借 、已有的经验和知

识，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思维具有 和

。
2. 测试我们的思维

思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思维对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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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识同义。狭义的思维相对于感性认

识，与 同义。
3. 了解思维的形态

思维根据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分类，一般

把思维分为 和 。依据思维主体

的不同，又可分为 和 。
参考答案

感性材料 间接性 概括性 物质 理性认

识 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 个体思维 群体思维

思 维 体 悟

小方该如何问路

小方是西安市某名牌大学近现代史专业的研

究生。愚人节这天，导师派他去档案馆查找有关西

安事变的资料。小方只知道档案馆在西安市建国

路某巷，可这里有个岔路口，他不清楚该走哪条路

才好，于是他便向路边的两个人问路。已知一人在

愚人节这天全说真话，另一人全说假话。
请思考 假如只允许小方提出一个问题向那

两个人问路，那他应如何问才不至于走错路呢? 请

你帮他想一想























。

一、选择题

1． 中国古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所体现的科学

思维常识的道理有 ( )

①现象和本质有区别，认识了现象不等于认识了本质

②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因此

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深刻 ③要透过现象认

识事物的本质 ④理性认识是真实可靠的，感性

认识是不可靠的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2. 下图漫画的哲学寓意是 ( )

①人的思维风格不同，表现出很多差异 ②人们

可以直接感知到未知的事物 ③只看表面的、非
本质的属性，不能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 ④如果

感性材料虚假或片面，或加工制作失误，就会导

致认识上失真

A. ①③④ B. ②③④
C. ①②③ D. ①②④

3. 思维具有间接性特征表现在 ( )

①人们不可能凭感官直接感知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 ②思维能够凭借获得的感性材料、已有的知

识、经验去揭示事物和规律 ③思维有时不能正

确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④思维的过程是

一个抽象加工的过程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②③④ D. ①②

4. 要实现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需要 ( )

①在实践中接触和变革事物 ②占有丰富、真实

的感性材料 ③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的加工制

作 ④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④ D. ①③④

5. 思维能够从多种事物各种各样的属性中，舍去表

面的、非本质的属性，抓住内在的、共同的、本质

的属性。把握一类事物的共同本质。材料表明

思维具有 ( )

A. 间接性 B. 抽象性

C. 概括性 D. 主观性

6. 仅仅根据“穿着朴素、不吸烟、不喝酒、不上娱乐场

所、为人随和、没有官架子”，就判断一个领导干部

是“好干部”，当然会导致错误。这说明 ( )

①假象是引起错觉的一个主要原因，错觉是由于

人们受假象迷惑的结果 ②实现由感性认识到

理性认识的飞跃，




































 必须占有十分丰富合乎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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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材料 ③对感性材料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分析 ④进行丰富的想象是十分必

要的

A. ①②③ B. ②③④
C. ①③④ D. ①②④

二、综合题

7． 有人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也有人说:“不要

相信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也会欺骗你，要相信你

的大脑。”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8. 《吕氏春秋》中说:“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

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月，而知日月之

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

藏也。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材料包含着科学思

维常识的哪些道理



























?

2 学会科学思维

学 习 目 标

1. 认识科学思维的特点。
2. 理解科学思维的意义。

重、难点探究

★重、难点 1 全面理解科学思维

1． 科学思维的概念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离开了客观事

物，不可能有任何思维; 歪曲了客观事物，不可能有

正确思维。我们的思维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

下，使之能够更加自觉地走向科学思维。这里所说

的科学思维泛指符合认识规律的思维，没有逻辑错

误的思维，能够达到认识结果的思维。
2． 科学思维的特点

( 1) 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科学思维不

是人类与生俱有的，也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人类

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科学思维的方法原则也

来源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长期

实践。因而科学思维的方法原则同样有其客观性。
( 2) 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精确性。科学思维既

重视“是不是”“有没有”的定性分析，又重视“是多

少”“有多少”的定量分析。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从错误到正确，从模糊到清晰，从粗糙到精细，正是

科学思维的作用。
( 3) 科学思维的结论具有可检验性。实践是检

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一般来说，以一种主

观认识为指导在实践中改造客观事物，能够达到预

期的目的，那就证明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不能达到

预期的目的，就是错误的。科学思维能够以实事求

是的态度 接 受 实 践 的 严 格 检 验，修 正 错 误，坚 持

真理。
( 4) 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由于科学思

维能够把握事物的规律，因而能够正确把握事物发

展的趋 势 和 前 景，能 够 预 想 尚 未 被 人 们 发 现 的

事物。
( 5) 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普适性。科学思维的

结果( 如科学定律、科学原理等) ，是对认识对象本

质和规律的反映，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只要是在某

一科学定律或科学原理适用的范围内，






























 只要它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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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条件得到满足，都可以显现其效果。
科学思维五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离开客观性，就不会有精确性和普适性，正因为有

预见性，才有可检验性。
3． 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 1) 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自觉地遵守形

式逻 辑 的 要 求，纠 正 逻 辑 错 误，驳 斥 诡 辩，捍 卫

真理。
( 2) 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正确运用辩证

思维的方法，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 3) 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综合运用各种

科学思维方法，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有所

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 4) 学习科学思维，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思

维定势的两重性。
①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定势”原是一个心

理学术语，是指由于重复以往认识活动而形成的倾

向性心理状态，在认识活动中，人们容易形成一种

自己惯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思维定

势。遇到与过去同样或类似的问题，利用思维定势

可以快速解决。这是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②思

维定势的消极作用。思维定势有负面作用，如果死

守老经验，思维僵化，就不利于解决新问题。
典例 面对转基因产品的问世，有人庆幸科

学给人类带来福音，也有人担心它将给人类带来不

良影响。日本甚至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的转基因大

豆产品。这表明 ( )

A. 人的思维都是正确的

B. 思维能够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为

C. 思维结果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D. 科学思维无需实践检验

解析 对转基因产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有

的“庆幸”，有的“担心”，有的“禁止”，到底哪一种

正确，还是要靠实践的严格检验，所以 C 是正确的

选项。思维有正确的和错误的，只有正确的思维才

能够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为，达到预期的目的，故

A、B 项是错误的。科学思维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但它不是永恒的，因为认识对象和实践是不断发展

的，因此，科学思维也要在实践的检验下，不断修正

错误，故 D 项也不正确。
答案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櫒

毃

毃毃

毃

C

练习 日本科学家在赤道附近的太平洋海域

发现了从西向东、时速超过 5. 5 公里的异常洋

流，据此预测，有可能发生厄尔尼诺现象。这

表明 ( )

A. 在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科学思维具有

预见性

B. 思维能作出超前反映，说明思维是可

以脱离认识对象而存在的

C. 人能够认识、把握和改造规律

D. 自然现象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资料卡片

科学思维方法是否等于科学方法

科学方法主要是指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

界的过程中的方法问题。它既包括具体的实践活

动所采用的方法，如具体的工作方法、科学实验的

方法等，也包括人们思考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

后者即科学思维方法。科学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

是包涵与被包涵的关系，其外延不同。
科学思维方法是人们在长期的认识世界和改

造世界的活动中逐步总结出来的，它能帮助人们

在认识世界的活动中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能提高

人们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的能力。

要 点 笔 记

1. 把握科学思维的精髓

( 1) 科学思维指符合 的思维、遵循

的思维，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
( 2) 科学思维的精髓是认识的 和

，结论的 ，其结果具有

和 。
2. 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把握科学思维的精髓，学会运用科学思维方

法，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高学习和工作

效率，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 和

，做聪颖智慧的人，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

的人。
参考答案

认识规律 逻辑规则 客观性 精确性 可

检验性 预见性 普适性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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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维 体 悟

思维定势的故事

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自

己的故事∶
阿西莫夫从小就聪明，年轻时多次参加“智商

测试”，得分总在 160 左右，属于“天赋极高者”之

列，他一直为此而洋洋得意。有一次，他遇到一位

汽车修理工，是他的老熟人。汽车修理工对阿西莫

夫说:“嗨，博士! 我来考考你的智力，出一道思考

题，看你能不能回答正确。”
阿西莫夫点头同意。汽车修理工便开始说思

考题:“有一位既聋又哑的人，想买几根钉子。他来

到五金商店，对售货员做了这样一个手势: 左手两

个指头立在柜台上，右手握拳作出敲击状的样子。
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

指了指立着的那两根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

聋哑人想买的是钉子。聋哑人买好钉子，刚走出商

店，接着进来一位盲人。这位盲人想买一把剪刀，

请问: 盲人将会怎样做?”
阿西莫夫顺口答道:“盲人肯定会这样。”说着，

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剪刀的形状。
汽车修理工一听笑了:“哈哈，你答错了吧! 盲

人想买剪刀，只需要开口说‘我买剪刀’就行了，他

干吗要做手势呀?”
智商 160 的阿西莫夫，这时不得不承认自己确

实是个“笨蛋”。而那位汽车修理工却得理不饶人，

用教训的口吻说:“在考你之前，我就料定你肯定会

答错，因为，你所受的教育太多了，不可能很聪明。”
请思考 知识学多了是不是真的使人变笨了?

故事中是什么阻碍了阿西莫夫得出正确答案





























?

一、选择题

1.“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种观点或做法 ( )

A. 符合辩证思维的方法

B. 违背辩证思维的方法

C. 是正确的，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D. 是错误的，违背了唯物主义观点

2. 甲乙两画家以《安静》为题，各画了一张画，甲画了

一个湖，湖面平静，倒映着远山和湖边的花草，好像

一面镜子。乙画了一个激湍直泻的瀑布，旁边有一

棵小树，树上有一个鸟巢，巢里有一只小鸟，小鸟正

在睡觉。从思维定势的角度，这说明了 ( )

A. 甲利用了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真正懂得安

静的真义

B. 乙利用了思维定势的消极作用，不懂得安静

的真义

C. 甲乙都利用了思维定势的积极作用，体现出

安静的真义

D. 乙克服了思维定势的消极作用，真正懂得安

静的真义

3. 科学思维具有的主要特点是 ( )

①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②追求认识的精确性

③其结论具有可检验性 ④其结果具有预见性

和善适性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 D．③④

4. 科学家观察研究生物体结构与功能的原理，想象

着用它去改善现有的或创造新型的机械系统、仪
器设备、建筑结构和工艺过程，这就有了仿生学。
仿生学的出现表明了 ( )

A． 合理的、科学的想象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是极为有益的

B． 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合理想象

C． 感性认识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必不可少

D． 理性认识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

5. 漫画《填补》是批评搬石头者 ( )

A. 孤立地看问题

B. 静止地看问题

C. 片面地看问题

D. 形而上学地看问题

6. 从前，有一位老人在临终前给三个儿子留下 17
匹马的遗产，并有一个另人费解的遗嘱: 马群的

1 /2 分给长子，1 /3 分给次子，1 /9






























 分给最小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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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

子，同时要求不许宰杀马。三个儿子苦思冥想了

许多天，仍没有想出分马的良策。正在“山穷水

尽”之时，来了一位骑马的哲学家。哲学家问清

了遗嘱的具体内容后，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马

归入待分的马群中，使马的总数成 2、3、9 的公倍

数，这样，再按老人的遗嘱分配，长子得 9 匹马，

次子得 6 匹马，小儿子得 2 匹马，兄弟 3 人分掉

的还是 17 匹马。这表明 ( )

A. 要发挥科学理论的决定作用

B. 创造性思维有重大作用

C. 要多接受新事物

D. 要敢于提出新问题

二、综合题

7. 小学语文老师考学生:“雪融化了是什么?”一个

学生回答: “雪融化了是春天。”老师说: “错，答

案是泥水。”
结合所学知识，从这则小故事中你得到什么

启示?

8. 据《人民日报》报道，我国科学家经过多年攻关，

发现了一种对人体中免疫功能具有重要和独特

调节作用的新型细胞群体———新树突状细胞亚

群。这一发现突破了树突状细胞为末期细胞的

传统免疫学观念，提出了“成熟树突状细胞再增

殖和再分化”以及“免疫微环境具有负向调节作

用”的新理论，对进一步全面认识免疫系统起到

了推动作用。同时，这一发现对某些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与免疫相关的重大疾病的诊断与防治

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从科学思维的角度，分析上述材料体现了哪

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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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高考·四川卷) 农民梁金牛在家乡采

用美国 NBA 赛制，举办农民篮球联赛，将“常规赛”
安排在庙会日，“总决赛”放在春节期间，巧借传统

文化的“东风”，愈办愈红火。此例说明 ( )

①想问题办事情必须主客观统一 ②合理想

象与创造性思维不可分 ③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 ④量的积累会引起事物质的变化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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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性新闻报道思维的重大转变

灾难性报道一向被认为是负面新闻报道而受到诸多限制，也使媒体一直裹足不前。但这次

四川汶川大地震救灾报道却给世界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 中国领导人快速动员令人难以置信;

中国媒体发布信息异常开诚布公; 中国政府体现爱民形象……也改写了这样的新闻报道历史: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对灾区捐助活动; 有史以来媒体反应最迅速、直播时间最快、细
节最清晰的国内灾难报道; 有史以来最牵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的心———全世界都在对中国

的救灾进行声援……这一切都源于媒体的公开报道和迅速反应。新闻媒体的快速报道，才得以

及时传达党中央的声音; 新闻媒体公开的报道，才能准确反映灾情的进展情况，为党中央迅速作

出部署提供依据; 新闻媒体透明的报道，才得以把灾情清晰地向世界传播，起到了凝聚中华民族

精神的作用……
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主要体现在报道思维的重大转变，超越了新闻正面与负面的两极思维，

开始上升到新闻传播的社会价值高度，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不论是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

体，报道思维的一致性得到空前的默认。
思考与启示 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思维发生了重大转变，请结合所

学知识，谈谈你对此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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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90 分钟 总分: 100 分)

一、选择题(每小题 3 分，共 45 分)

1. 有的年轻人认为应该趁年轻多学点知识; 有的认

为应该趁年轻多干些活; 有的认为应该趁年轻多

挣点钱; 有的认为趁年轻应该多享受一些。年轻

人的这些想法从思维的角度说明了 ( )

A. 思维立场不同，人们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也各

不相同

B. 思维的能动性受到主客观条件制约

C. 思维风格不同，思维结果也不同

D. 思维具有概括性的特点

2. “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能够制造和使用

劳动工具的动物”，这是对人的定义，揭示了思

维的 ( )

A. 间接性 B. 概括性

C. 能动性 D. 直接性

3. 思考在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下列观点中体现思考在认识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 ( )

A.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B.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C. 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难成

D.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就在这块取

4. 漫画《就在这块取》讽刺了有些

人金钱至上的人生观，这是属于

( )

A. 抽象思维 B. 形象思维

C. 个体思维 D. 群体思维

5. 作家老舍请国画大师齐白石以

古诗“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作

画。齐白石思索良久，在纸上画

了一条长满青苔和乱石的山涧，山涧里山泉流

淌，泉流中几只小蝌蚪摇头摆尾顺流而下。老舍

看后，赞叹不已。齐白石用“蝌蚪”表现蛙声，从

思维过程看属于 ( )

A. 分析与综合的过程

B.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C. 合理的想象

D. 透过现象分析本质

6. 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曾以《我们为什么

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为题发表讲话。他指出:

“我们的专业，搞得非常细。我是搞经济学的，

而且主要搞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是一整体，

没有听说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只懂政治经济学，不

懂科学社会主义，也可把政治经济学搞得很好。
同样，搞哲学的，不懂经济学，也影响他对哲学的

深刻理解。”从认识论上看 ( )

①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 ②认识事物，必

须把各个要素连成一个整体才能揭示事物的本

质 ③在分析过程中要善于综合，进行系统研

究，才能克服片面性和局限性 ④综合的知识意

味着对事物认识的完成

A. ①② B. ②③ C. ②④ D. ①④
7. 解放军第三医院和西安希莱沃科技发展公司的

专家教授大胆地将无限遥感技术和微电极技术

结合，研制出一种全新的电生理记录、分析及细

胞功能定位系统，用于治疗难治性精神病，获得

重大突破。这说明 ( )

A. 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办事情就能取得成功

B. 看问题必须分清主流和支流

C. 必须具有创新意识，敢于和善于进行创造性

思维

D. 理性认识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巨大的推动

作用

8. 如果思维抽象、概括的是事物的形象特征，并以

感性形象作为思维运行的基本单元，就属于

( )

A. 抽象思维 B. 形象思维

C. 具体思维 D.

















































 逻辑思维



专题一 树立科学思维的观念

11

9. 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是 ( )

①概念 ②判断 ③推理 ④知觉

A. ①②③ B. ①②④
C. ①③④ D. ②③④

10 .“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价值，阳光、空气有使

用价值但没有价值，所以，有使用价值的不一定

有价值。”这属于抽象思维的 ( )

A. 概念 B. 判断

C. 推理 D. 综合与分析

11. 对科学思维的理解正确的是 ( )

①正确反映认识对象本质和规律的思维 ②正

确反映认识对象现象和外部联系的思维 ③内

容与形式统一的思维 ④思维形式正确，遵循

逻辑规则的思维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④ D. ②④

12． 下面是毕加索( 1881—1973 ) 的一幅名画《错乱

空间》。这一名画是属于思维的 ( )

A． 抽象思维 B． 形象思维

C． 逆向思维 D． 多面思维

13. 科学家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每一个能够使人信

服的结论都要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的检验。科

学家常常是面对获得的大量信息，经过艰苦的

科学分析才能得出结论。这一事实说明

( )

A. 人们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必须对

事物的有关要素进行认真分析

B. 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强于一般人的主观能

动性

C. 对于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分析比综合更

重要

D. 科学家搞科学研究只分析不综合

14. 我们平日进行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如猫为什

么见了老鼠就跑? 是因为猫在追老鼠。在这里

我们主要采用的思维方法是 ( )

A. 分析的思维方法 B. 综合的思维方法

C. 想象的思维方法 D. 创造的思维方法

15． 内蒙古杭锦旗的库布其沙漠被称为“死亡之

海”，因缺水，树苗极难成活。人武部王中强从

“插绿赏花”中受到启示，用空矿泉水瓶灌满水

后插上胡杨小苗埋入沙里，几星期后，树苗长出

根须而成活。四年后，人们运用王中强的“容器

植树法”栽下的 4000 棵胡杨成活率达 85%。目

前“死亡之海”的万亩胡杨林一片翠绿，生机盎

然。上述材料说明 ( )

①创造性思维能够推动实践的发展 ②分析是

唯一科学的思维方法 ③只要解放思想，办事

情就能取得成功 ④只有勤于思考，善于分析，

才能有所发现创造

A. ①② B. ③④
C. ①④ D. ②③

二、综合题(共 55 分)

16.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

一口气说出一串让他感到忧虑的数字: 中国的

劳动力有 7． 4 亿，而欧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

力只有 4． 3 亿。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 1000 万;

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 1400 万; 进城的农民工一

般保持在 1． 2 亿。13 亿人口有 9 亿农民，目前

没有摆脱贫困的有 3000 万人左右，这是按每年

人均收入 625 元的标准计算的。如果标准再增

加 200 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就是 9000 万。中国

沿海 五 六 个 省 市 GDP 超 过 全 国 GDP 总 值

的 50%。
上述材料，体现了科学思维的什么特点?

请作简要说明。( 15 分)

17. 最初人们使用的酒或饮料的瓶子既笨重又难

看，而且生产成本高。作为理想的瓶子应该具

备以下几个条件: ( 1) 握住瓶颈时，不会有滑落

的感觉; ( 2) 瓶子里面所装的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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