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逻辑学习指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普通逻辑学习指南>>

13位ISBN编号：9787308022682

10位ISBN编号：7308022684

出版时间：2000-1

出版时间：张则幸、 黄华新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0-01出版)

作者：张则幸 黄华新编

页数：40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逻辑学习指南>>

前言

　　本书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浙江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指定教材《普通逻辑原理》的辅导用
书，也是普通逻辑课程的学习与应考的指导书。
　　全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为&ldquo;学习与应考对策&rdquo;。
本编对普通逻辑的内容体系、学科特点、考核要求及试题类型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为学习与应
考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二编为&ldquo;重点提要、难点解析与题型例示&rdquo;。
本编对《普通逻辑原理》各章的重点内容作了简明的提示，对难点作了精细的解析，对常见的试题给
出了示范性的答案，对部分试题还作了命题分析和解法指导。
第三编为&ldquo;基础训练&rdquo;，第四编为&ldquo;综合训练&rdquo;。
这两编是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所制订的（普通逻辑自学考试大纲）和浙江省教育委员
会所制订的浙江省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普通逻辑考试大纲》为依据而编写的，共编制了七百多道
试题。
&ldquo;基础训练&rdquo;部分的题目，与教材同步，分章安排。
&ldquo;综合训练&rdquo;部分的模拟试题，则与实考题型对口。
共编制了八份模拟试卷。
最后的附录一 、附录二对每&lsquo;道试题都给出了规范的准确答案，对部分试题还详细地讲解了解题
方法。
　　参加本书编写的人员有：　　第一编：张则幸、黄华新。
　　第二编：胡龙彪（一至五章）、周武萍（六至十章）。
　　第三编和第四编：陶福珍、赵云丽。
　　全书由张则幸、黄华新负责策划和定稿。
　　本书编者长期在高校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具有丰富的普通逻辑自学考试辅导经验。
编写本书的宗旨是希望能为广大的应考生尽一份绵薄之力，为他们在学习普通逻辑时扫除，一些拦路
虎，并为应考提供一点指导。
我们在编写时，虽主观上都尽了力，但仍可能会有疏漏和不当之处，谨请指正。
　　编者　　2000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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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逻辑学习指南》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浙江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指定教材《普通逻
辑原理》的辅导用书，也是普通逻辑课程的学习与应考的指导书。
　　《普通逻辑学习指南》共分四编。
第一编为&ldquo;学习与应考对策&rdquo;。
本编对普通逻辑的内容体系、学科特点、考核要求及试题类型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为学习与应
考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二编为&ldquo;重点提要、难点解析与题型例示&rdquo;。
本编对《普通逻辑原理》各章的重点内容作了简明的提示，对难点作了精细的解析，对常见的试题给
出了示范性的答案，对部分试题还作了命题分析和解法指导。
第三编为&ldquo;基础训练&rdquo;，第四编为&ldquo;综合训练&rdquo;。
这两编是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所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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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学习与应考对策  第一章  学习对策   普通逻辑教学体系的总体框架   普通逻辑的特点   紧紧抓住
重点   多练习、勤思考  第二章  应考对策    普通逻辑的考核要求    注意不同题型的特点第二编  重点提
要、难点解析与题型例示  第一章  引论    重点提要    难点解析    题型例示  第二章  概念    重点提要    难
点解析    题型例示  第三章  判断（一）    重点提要    难点解析    题型例示  第四章  判断（二）    重点提
要    难点解析    题型例示  第五章  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律    重点提要    难点解析    题型例示第六章  演绎推
理（一）   重点提要   难点解析   题型例示   ⋯⋯综合训练（八）参考答案及解题分析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逻辑学习指南>>

章节摘录

书摘                                第二章  概  念                                   重点提要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应用多种简单的逻辑
方法去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学习本章应着重掌握如下内容：    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特有
属性或本质属性。
通称概念的含义。
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对象，通称概念的使用范围。
    二、概念的种类    按照不同标准，可对概念进行不同分类。
依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一个还是一个以上，可把概念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依概念所反映的对象
是集合体还是非集合体，可把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依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
种属性，可把概念分为正概念和负概念。
前两种分类是需要着重掌握的。
    三、概念间的关系    概念间的关系仅指概念外延间的关系，与内涵无关。
    两个概念的外延至少有一个是重合的称为相容关系，否则就是全异关系。
相容关系又分为全同关系、真包含关系、真包含于关系和交叉关系。
全异关系又称为不相容关系。
    真包含于第三个概念之中的两个概念之间的全异关系还可以进一步分为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四、用欧勒图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    欧勒图可以非常直观有效地表达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
此外，欧勒图还可以表达性质判断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验证一个三段论是否有效。
因此，必须熟练地掌握。
    五、定义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一种逻辑方法。
最常用的定义方法是属加种差定义。
此外，还有语词定义。
相对于语词定义，属加种差定义又称为真实定义。
    特别要注意掌握定义的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应是全同关系；否则
就会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2．定义项中不得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否则就会犯“同语反复”或“循环定义”的逻辑错误
。
    3．定义项应是内涵与外延都很明确的概念，不得用比喻下定义；否则就会犯“定义含混”的逻辑错
误。
    六、划分    划分是依据某个标准，把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分为若干个小类来揭示这个概念的外延
的逻辑方法。
    划分是由母项和子项两部分组成。
母项与子项之间是属概念与种概念、类与分子的关系，在外延上是真包含关系。
把母项分为若干子项的根据叫做划分标准。
    划分可分为一次划分和连续划分。
一次划分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划分方法即二分法。
    划分的规则有以下几点：    1．每次划分的子项外延之和应恰好等于母项的外延；否则就会犯“划分
不全”或“多出子项”的逻辑错误。
    2．每次划分应按照同一标准进行；否则就会犯“划分标准不一”的逻辑错误。
    3．划分的各子项外延的关系应是全异关系；否则就会犯“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
    七、概念的限制与概括    概念的限制与概括的逻辑依据是概念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反变关系。
应注意这种反变关系仅仅存在于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之间。
    概念的限制是通过增加概念的内涵以缩小其外延米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
限制的极限是单独概念。
    概念的概括是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以扩大其外延来明确概念的一种逻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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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极限是最大类的概念，叫范畴。
    一个概念同其限制概念之间应是真包含关系，否则对该概念的限制就是错误的。
一个概念同其概括概念之间应是真包含于关系。
否则对该概念的概括就是错误的。
                                    难点解析    一、如何确定一个概念是集合概念还是非集合概念    确定一个概念是否集
合概念不仅是概念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正确进行简单判断推理(尤其是三段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下面对这一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根据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是集合体可把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集合概念就是反映集合体的概念，非集合概念就是反映非集合体的概念。
所谓集合体，就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统一整体。
集合体的性质不是组成它的个体的性质的简单相加。
通常的情况是，许多个体组成一个统一集合体之后，会产生各个体都不具有的性质。
也就是说，集合体所具有的性质并不必然为组成它的每一个体所具有，这是集合体的根本特征。
例如，在“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这一判断中，概念“中国人”反映的就是一个集合体，它由一个个
的中国人组成，但中国人具有的勤劳勇敢的性质并不必然为每一单个的中国人所具有，所以，这里的
“中国人”就是一个集合概念。
在考察一个概念是否集合概念时，需要区别两类关系：集合体与组成它的个体。
类与组成类的分子。
类是由许多性质相同的个体组成的综合体。
是对同类个体共性的概括，组成类的个体又称为类的分子。
例如。
概念“城市”反映的就是一个类，它是对北京、上海、杭州等个体共同性质的概括，这些个体都属于
“城市”这个类，因而是该类的分子。
类与集合体的根本区别在于：凡是类所具有的性质必然为该类的每一分子所具有，而集合体的性质并
不必然为组成该集合体的每一个体所具有。
既然类与集合体存在根本区别，因此，若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一个类而不是集合体，则它必然不
是集合概念。
    非集合概念是与集合概念相对而言的。
凡不是集合概念的概念，必然是非集合概念。
判断一个概念是否集合概念还必须根据该概念所处的具体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
在自然语言中，语词是有歧义的。
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语境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例如，在“人是由古猿进化而米的”这一语句中，“人”表达的就是一个集合概念，而在“人是能思
维的高等动物”这一语句中，“人”反映的是一个类，而不是集合体，因而是非集合概念。
离开了具体的语境，抽象谈论任何一个语词表达的是集合概念还是非集合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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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本书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浙江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指定教材《普通逻辑原理》的辅导用
书，也是普通逻辑课程的学习与应考的指导书。
    全书共分四编。
第一编为“学习与应考对策”。
本编对普通逻辑的内容体系、学科特点、考核要求及试题类型作了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为学习与应
考指明了努力方向。
第二编为“重点提要、难点解析与题型例示”。
本编对《普通逻辑原理》各章的重点内容作了简明的提示，对难点作了精细的解析，对常见的试题给
出了示范性的答案，对部分试题还作了命题分析和解法指导。
第三编为“基础训练”，第四编为“综合训练”。
这两编是以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所制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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