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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是理性动物。
逻辑思维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
逻辑思维就是以概念、命题、推理、论证、论辩等去认识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活动，它渗透在人们的
现实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逻辑知识是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基础，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同一事物往往会提出各种意见、观点和主张。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要求人们从认识上也要和谐，解决和消除意见分歧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逻辑论
证和逻辑论辩。
论证和论辩就是关于说理的程序和规则。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趣味性。
精选实例，使之富有哲理性和趣味性，让学生在欢乐中得到思想启迪与逻辑智慧。
行文中，注意运用形象化、具体化语言，使学生可以直观、形象地获取经验，使其具有可读性。
　　（2）可操作性。
注重逻辑思维能力训练与知识、技能的联系，增强学生的直观体验，诱发学生学习的参与性和主动性
。
针对性地设置实际操作练习，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帮助学生将知识转化为专业性的技能技巧，提高学
生解决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综合能力。
　　（3）易读性。
《逻辑学基础与实务》便于教师梳理教材，把握主干，有利于转变过去教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局面，实
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便于学生学习，即围绕逻辑思维能力的形成组织课程内容，以工作任务为中
心来整合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教学内容取舍合理，结构清晰，表述深入浅出，信息传递高效简洁。
　　本教材设计了能力目标、核心能力、任务导入、重要知识、阅读与思考、实例、课堂讨论、业务
技能自测、案例分析、实训操作等栏目，构建了相对完整的逻辑学基础与实务体系，强调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实用性，适合高职高专院校中汉语言文学、公共管理、文秘、政教、法律及相关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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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任务1逻辑研究对象和性质1.1 逻辑学的对象和学科性质1.2 逻辑学的意义和学习方法1.3 逻辑简史
任务1小结任务2 词项2.1 词项的内涵与外延2.2 词项的种类2.3 词项之间的关系2.4 词项的限制和概括2.5 
定义2.6 划分任务2小结任务3 直言命题逻辑3.1 直言命题的概念和种类3.2 直言命题直接推理3.3 三段
论3.4 关系命题3.5 关系命题推理任务3小结任务4 复合命题逻辑4.1 复合命题的概念和类型4.2 联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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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任务6 归纳逻辑6.1 归纳逻辑的概念及资料处理方法6.2 完全归纳推理6.3 不完全归纳推理6.4 概率归
纳推理与统计归纳推理6.5 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任务6小结任务7 图形推理和类比推理7.1 图形推
理7.2 类比推理任务7小结任务8 逻辑基本规律8.1 逻辑基本规律的概念8.2 同一律8.3 矛盾律8.4 排中律8.5 
充足理由律任务8小结任务9 论证9.1 论证的含义9.2 论证的特征及两组关系异同9.3 论证的作用9.4 论证
的结构9.5 论证的规则9.6 论证的种类任务9小结任务10 论辩10.1 论辩的含义与特征10.2 论辩的基本要
素10.3 论辩的分类10.4 论辩与论证的关系10.5 论辩的理想模式10.6 论辩的构成10.7 论辩规则和论辩谬误
任务10小结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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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和一些简单逻辑方法的科学，是研究推理和论
证的一门学问；因其是一门工具学科，强调其应用性，尤其符合公务员考试中行政职业能力测试部分
的逻辑推理部分的时代要求，所以，在本书中也单列一章专门研究图形推理和类比推理。
1.思维及其特点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认识可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认识活动。
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并用其构成命题、推理
、论证、论辩。
概念反映事物及其特有属性，借助语词来表达。
命题反映事物情况，借助语句来表达。
推理是根据若干命题得出一个新的命题，从而间接地反映事物与事物之间联系的思维过程，借助语句
序列来表达。
论证是运用推理来支持或反驳某个观点的语言交际活动。
思维的主要特点如下：（1）概括性。
思维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有的本质属性。
例如，“商品”这一概念就舍去了商品具体的颜色、形态、功能和用途等多种属性，而只反映“用于
交换的劳动产品”这一共同属性。
（2）抽象性。
所谓抽象性是指思维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获得关于本质和规律的知识。
（3）以语言为载体。
思维以语言为载体，语言是思维的表达形式。
思维对客观事物概括、间接的反映，是通过语言实现的，必须依靠相应的语言单位才能表达和交流。
语言也离不开思维，没有思维也就没有语言，语言的发展依赖于思维的发展。
2.思维形式思维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体。
思维内容，也称思维材料，是指思维所反映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也就是反映在意识中的事物、事物
情况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例如，“货币”具有“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的性质，就形成了“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
的商品”这一命题的内容。
思维形式，也称思维结构，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形式，也就是思维内容各部分之间的构成方式、组
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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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基础与实务》是21世纪高职高专精品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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