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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为适应教学改革和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根据《全日制普

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用)的要求，编写了这套高中语文

选修课本，供各地普通中学高中各年级选用;也可供职业高中、高

中职业班作为教学辅助读物。

《逻辑入门》是高级中学选修课教材的一种。

一、设课目的

向学生介绍最基本、最实用的逻辑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初步的

逻辑训练，启迪心智，提高逻辑思维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纠正思

维与语言中的逻辑错误，以期对各科学习有所助益。

二、课本内容和特点

全书共 15 课，内容包括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着重介绍→

些最基本的逻辑形式、逻辑规律与逻辑方法。本书内容力求简明扼

要，浅近易懂，讲究实用，注意联系各科学习、特别是语文学习的实

际，多采用中学课本、名家作品及学生作文中的实例。每课后面均

有练习题，配合各课内容进行逻辑思维训练;课本最后附有参考答

案，便于教学。

三、课时安排

本选修课安排 30-32 课时。开设 1 学年，每周 1 课时。全书

15 课，每课二般用 2 课时，根据教学实际情况，可适当增减。

四、教学

学习逻辖，关键在于运用。教学中不必让学生死背定义、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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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逻辑基本知识，并着重培养学

生运用逻辑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可进一步联系中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实例，引

导学生举→反三;还可以指导学生搜集日常思维与语言中逻辑运

用与逻辑错误方面的实例，进行分析，提高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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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1.逻辑是一门思维科学

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其实，人并非
思维和

:在→切方面都优于其他动物，飞禽走兽、爬虫
思维科学 t

|游鱼，各有其"特异功能":狗的嗅觉特别灵，

狐狸的昕力格外强，狮虎有爪牙之利，鹊鹰有栩翔之能，

就连那不起眼的苍蝇，也有精巧奇妙的复眼。但是，人有

一件东西远远胜过所有其他动物，这就是高度发达的大

脑。人类凭借大脑所特有的思维能力得以生存和发展，并

创造灿烂的文明 o 那么，我们要想进一步改造自然，促进

社会的发展，就应当进一步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要提高

人类的思维能力，发展人类思维，就需要探索人类思维的

奥秘，掌握其规律。

那么，什么是思维呢?思维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动

筋、想问题，也就是人们在大脑中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

行推理的理性认识活动。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复杂纷繁的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之中，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人们运用

自己的感官(眼、耳、鼻、舌、身)去接触客观世界的各种事

1 



物，在头脑中产生感觉、知觉和印象，这就是说，我们获得

了关于事物的一些感性认识。经过多次反复实践，我们获

得的感性认识材料逐渐丰富起来，我们的大脑又把这些

感性材料加以提炼、概括，分析、综合，由此及彼，由表及

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于是就产生了概念、判断和推

理，这时，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已经上升为一种理性认识。

例如，我们接触大自然，认识了桃树、柳树、梧桐树、松树、

柏树等许多不同种类的树，通过长期观察，我们发现桃

树、柳树、梧桐树的叶子每到秋冬季节就由绿转黄，最后

随风飘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而松树、柏树却是四季

常绿。我们就会想:为什么有的树秋冬落叶，而有的树却

四季常绿呢?经过进一步观察，我们又发现松树、柏树的

叶子像针一样细小，而桃树、柳树、梧桐树的叶子却比较

宽大，特别是梧桐树，它的叶子比桃树、柳树的更大，落得

也更早。于是，我们又想:桃树、柳树、梧桐树秋冬时落叶，、

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叶子大，叶子里的水分容易散发 z 松

树、柏树终年常绿，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叶子小，水分不易

散发。再如，我们看见燕子春天从南方飞来，秋天又飞往

南方，看见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傍晚又向西边落下，我

们也会动脑筋想→想:这是为什么?我们接触社会，看到

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也会动脑筋去想一想，探寻其

中的奥秘。我们动脑筋、想问题的这种过程，就是在大脑

中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过程。人们在大脑中

进行的这种理性认识活动，就是思维。

思维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有间接性和概括性的特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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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认识材料是由感官直接感知得来的，因而是具体的、

表面的和片面的，反映的是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理性

认识能够揭露单凭感官不能直接感知到的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这就是思维的间接性;而这种对于事物本质与规律

的认识，是从大量的感性认识材料中提炼、概括得来的，

因而思维又具有概括性。

人们运用思维去认识客观世界一一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并从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这样反复实

践，反复总结，于是就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思维

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现象，作为自然和社会以

外的另一类对象，同样是值得人们去进行认识和研究的，

于是就产生了独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外的另一个

学科大类一一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是以思维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包括脑科

学、心理学、人工智能等一些具体学科，逻辑学也是其中

的一门。

思维的形式、

规律与方法

思维科学中的各门具体学科，分别从

不同的方面去研究思维。逻辑学所研究

的，是思维的形式、规律与方法。

思维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概念、判断、推理都有

其具体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形式。逻辑学研究概念、判断、

推理，不是研究它们的具体内容，而是研究它们的形式结

构。

例如:

(1)所有团员都是青年。

3 



(2) 所有物质都是由分子构成的。

(3) 所有科学都是知识体系。

这是三个判断，它们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形式结构

却是相同的，都有"所有... ••• (都)是……"这样一个框架。

逻辑学把具有这样一种形式结构的判断归为一类，称为

全称肯定判断。

又如 z

(1)如果物体受到摩擦，那么它会产生热量;

(2) 如果明天下大雨，那么运动会改期举行。

(3) 如果小张改正了错误，那么他还是好同学。

这三个判断，内容也各不相同，而形式结构却是相同的，

都有"如果……，那么……"这样一个框架。在逻辑学中，

具有这样一种形式结构的判断称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逻辑学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的形式结构，是为了指

导人们正确地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像上面举

出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判断，就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推理，其

性质特点、规则要求也各不相同。

逻辑学除了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还研究思维的规

律和方法。逻辑学研究的思维规律，包括逻辑思维的三条

基本规律一一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各种思维形

式的特殊规则。这些规律和规则，对我们的思维具有规范

作用，是我们每个人在思维中都应该遵守的。逻辑学研究

的思维方法，是指人们在认识事物中常用的一些逻辑方

法，如概念的限制和概括、定义和划分、探求因果联系的

方法等。

逻辑学所阐述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方法，是千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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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人类正确思维的经验总结，是经过人类长期实践、反

复证明的科学真理，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具有指导

意义。

思维与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思维是借助语言

来实现的，人们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和论证，都

离不开语言;而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的表达，同样离不

开语言。因此，逻辑学研究思维需要借助语言材料，逻辑

学指导人们如何正确地进行思维，同时也是指导人们如

何正确地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

逻辑学诞生于两千多年以前，其发祥

地是三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和希腊。
逻辑学的

兴起与发展
两千多年前，我国正处于春秋战国时

代，这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经济的发展，社会

的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论辩之

风盛行，形成了诸子百家互相争鸣的局面。由于论辩实践

的需要，公孙龙(生卒不详)、墨子(约前 468一前 376) 、苟子

(约前 313一前 238) 、韩非子(约前 280一前 233)等哲学家开始

研究表达概念的语词("名")与客观事物("实")的关系，

探讨论辩的方法和技巧，这门学问称为"名学"或"辩学"，

这就是我国古代的逻辑学。

印度和希腊，在两千多年前也是世界上经济文化较

为繁荣的国家。在印度，许多宗教派别论争十分激烈 p在

希腊，论辩、演讲之风也很盛行，与此同时，许多科学相继

建立，尤其是几何学的成就，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已达到

相当的高度。因此，这两个国家也有学者从事论辩与推理



的研究，建立了各具特色的逻辑学说。古印度的逻辑学称

为"因明"，是关于论证的学问。古希腊的大学者亚里士多

德(前 384一前 322) ，从几何学中吸取营养，系统地研究了

三段论，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形式逻辑科学体系，被称为

"逻辑学之父"。他的逻辑著作名为《工具论>>，意思是说，

逻辑学是思维的工具，认识的工具。

由此可见，逻辑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

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此后的漫长历史中，中国和印度由于停滞在封建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

逻辑科学得不到发展 F而在西方，则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

兴起，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逻辑科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英国学者培根
(1 561一1626)等、人创立了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逻辑，使之

成为逻辑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P在数学高度发展与广泛

应用的基础上，德国学者莱布尼菠(1646-1716)开始研究a

运用人工符号进行逻辑演算的数理逻辑，标志着逻辑科

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代，逻辑科学更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分支的庞大的

现代逻辑体系。例如，在数理逻辑方面，有命题逻辑、谓词

逻辑，还有多值逻辑、模态逻辑、模糊逻辑等分支;在归纳

逻辑方面，有概率逻辑等分支;在应用逻辑方面，又有认

识逻辑、问题逻辑、规范逻辅、时态逻辑、电路分析逻辑等

分支 p此外，还有介于逻辑学与语言学之间的边缘学科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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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逻辑，以及研究辩证思维的辩证逻辑等等。

逻辑科学的兴起与发展，深受社会经济、文化和其他

科学发展的影响;反过来，逻辑科学对于社会经济、文化

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代最伟大

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0879一1955)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

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

式逻羁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

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 0"((( 爱因斯坦

文集》第 1 卷第 574 页，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我国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一文中说:"根本

的基础学科，就是研究物质运动基本规律的物理，加上作

科学技术工具的数学。数学不只是演算，也包括逻辑的推

理。"两位科学家的话足以说明逻辑作为科学工具的重要

地位。近几十年来，随着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社会的发

展，逻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渗透到了许多新兴的科学技

术领域。例如，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就是以数理逻辑

为理论基础的。因此，逻辑科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将逻辑学列于七大

基础学科的第二位，英国大百科全书则把它列于五大学

科的首位。

发展逻辑思维

学好各科知识

2. 学习逻辑的意义

人们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是实践，

但是，人们的知识绝不是仅仅局限在通

过实践直接感知的对象范围之内，更多



的知识要通过思维的抽象和概括，通过推理，间接地获

得。逻辑学正是指导我们正确有效地进行思维，从而获得

新知识的工具。恩格斯说过 z"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

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马克思息格

斯选集》第 3 卷第 17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例如，工程设

计、气象预报、案件侦查、疾病诊断、产品检验、市场预测

等等，都要运用逻辑推理。科学史上许多重大发现，也是

首先通过推理得出，然后才在实践中得到验证的。欧几里

得几何学，就是从少数几条公理出发，通过逻辑的推导，

得出了许多人们原来不知道的几何定理。发现元素周期

律的化学家门捷列夫，运用逻辑推理，推知在当时已发现

的 63 种元素以外，还有 3 个未知的元素，若干年后，他的

预言得到了证实。天文学史上，海王星、冥王星以及天狼

伴星的发现，也运用了逻辑推理。

我们学习各门科学，也是运用逻辑思维获得间接知

识的过程。每一门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都要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和论证。学习逻辑，掌

握正确思维的工具，有助于我们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学

好各门科学知识。

我们有时说"这篇文章逻辑性强"，
提高语文水平'

!或者说"你这个话不合逻辑"，这说明我
增强表达能力 E

|们说话、写文章也必须遵守思维的规律。

著名语言学家王力(1900-1986)认为:语文水平的提高，有

赖于逻辑思维的提高;要紧的是教学生怎样运用思维。人

们说话、写文章就是运用语言表达思想、论证思想。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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