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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必修 3   《逻辑与思维》思维特征和逻辑规则分类归纳 

各种思维特征归纳 
 
 含义 特征 原理/方法论关键词 事例 意义 

思 

维 

广义的思维与 

意识同义 

狭义的思维与 

理性认识同义 

间接性 
透过/根据…，揭示本质和规律，

对未知事物认识。（强调推测） 
【例】人类学家根据古生物的化石及其他有关资料,就能推知人类进化的规律 

概括性 
多种事物各种各样属性，总结概

括一类事 物的共同本质 
【例】人们把形状、大小各不相同而能结出枣子的树木归一类,称之为“枣树” 

能动性 
提炼加工感性材料，有别于客观 

实际的认识（强调创造） 

【例】古代没有照相机，当捉拿犯人时，只能请画师画出犯人画像。画师会依据目击者提供犯人

的体貌特征加以揣摩，画出画像。因此，很容易出现犯人的画像与其真实样貌差别甚大的情况。 

与实践 

关 系 

思维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又反

作用于实践。 

【例】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

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                  ——毛泽东 

★
科 

学 

思 

维 

含义：符合认识

规律、 遵循逻

辑规则， 达到

正 确 认 识  结

果的思维。 

 

追求认识

的客观性 

从实际出发，力图如实地反映认 

识对象。  （强调源于实践） 
【例】共产党正确而毫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

中才能产生。 

【思维素养意义】纠正逻辑错误，驳斥

诡辩，捍卫真理；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

展规律；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

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提

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思想政治意义

】 

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发 

扬科学精神；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事 

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 

好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结果具有 

预见性 

对事物历史与现实材料的分析， 

找出事物发展规律，对发展趋势

和前景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 

【例】气象部门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20-25公里

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 

结果具有 

可检验性 

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 

验。 
【例】爱因斯坦提出了几个与观测有关的预言，爱丁顿等

人进行观测（验证），发现与爱因斯坦预言的 1.75″相差

无几。 

辩 

证 

思 

维 

用联系、发展、 

全面的观点看 

待问题和思考 

问题， 其实质和 

核心是运用矛 

盾分析方法 

整 

体 

性 

全面的观点，

各个要素、 

各种联系的

丰富性和多

样性 

①“此”与“彼”的关系 
【例】八大系统正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才形成了我们

航天工程的总系统。 

辩证思维在整体性与独立性、动态性

与静态性的对立统一把我事物。 

 

 

学会辩证思维，我们就能对事物看得 

全、看得深、看得远、看得活、看得 

真。辩证思维会使我们充满智慧。 

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例】八大系统是总系统中的系统,没有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总系统,它们的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③把多层次、多视角综合 
【例】首先，办事情要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 

其次，搞好局部，使整体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动
态
性 

变化发展，

实际存在的

过程 

①用变化发展、矛盾运动的观

点看问题。②考察事物的现状

和历史，而且要想到事物的未来 

【例】中医主张要随着地理、气象、时间、环境等情况的变化

以及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诊疗方法。可见，中医诊疗坚持动

态性，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未经实践检验决不能轻信盲从

，这是辩证思维同唯心主义诡

辩论的根本区别 

 

 

用实践的观

点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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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思
维 

实践中破除迷信、超

越陈规，有所发现、有

所发明 

思路具有多向性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层次、条件 【例】青蒿素成为抗疟药是从零到一的开拓性的原始创新（结果独特性）。

1969年，屠呦呦开始带领科研团队整理典籍、走访名医（在实践基础上，以

问题为导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对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选

（思路多向性），经过反复摸索，直到第191次实验才成功研制出青蒿素。

这表明创新思维具有思路多向性、结果独特性。 

步骤具有跨越性 对推理步骤的省略或跨越 

结果具有独特性 用独特而巧妙的方法使问题得到解决 

创新思维的“新” 思路新、方法新、结果新 

联
想
思
维 

将记忆中对不同事

物的认识进行联结

与思考 

跨越的联结性 把对性质相同、相似甚至不同的事物的认识联

结起来，建立新的关联，产生新的观念 

【例】古埃及音乐家散步时，无意中踢到一只乌龟壳，发出动听的声音。他

研究发现这是由于壳内的空气受到了震动。他根据这个原理，仿照乌龟壳的

外形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把小提琴。小提琴的发明通过联想思维实现了从乌龟

壳到乐器的跨越，体现了迁移为创新思维搭建由此及彼的桥梁 

非逻辑制约的 

畅想性 

将看似不相关对象的认识“荒唐”地联系起来

，包含构想、想象甚至是幻想、 

发
散
思
维 

根据已知的事物信息，从不同的角度、不

同的方向思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多样性

答案的思维方式。 

检核表法：他用、借用、改变、扩大、缩小、代替、调整、颠倒、组合 

信息交合法：通过列举，不同信息有目的组合产生新思路 

头脑风暴法：延迟评判、以量求质（适合群体集思广益，以会议的形式开展） 

【例】某地酒店前身是风景秀丽的小山，后

变为采石场，经年累月成为80米的深坑。政

府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基础上，决定让矿坑

变身酒店，“城市伤疤”变成美丽画卷。该

酒店建设运用了发散思维和聚合思维，广泛

听取意见，寻找最优方案，成功治理矿坑。 

聚
合
思
维 

利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围绕明确的目

标，把有关信息集中起来，以便寻求解

决问题的最优方案。 

①有个明确的目标 

②多次运用比较，分析、抽象、归纳、演绎、综合等逻辑思维方法 

逆
向
思
维 

一切与原有的思路方向相反的思路，反

向求索 

①对事物结构顺序的已有认识进行反向思考。 

②对已有的有关事物存在状态的认识作转换性

思考。③对已有的有关事物功能的认识作反向

思考。④对已有的有关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认

识作交换性思考。 

①逆向思维应当合“理”，创新需遵循

客观规律；②逆向思维应当先“正”，

正向思维是逆向思维的基础；③正逆互

补，携手共进。 

【例】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从一味

“改地适种”到“改种适地”与“

改地适种”并重，不断激发盐碱地

的生产潜能。  （正逆互补） 

超
前
思
维 

在多角度、全方位地

分析事物的历史和现

状的基础上，从事物

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

，认识和把握事物的

发展状态，运用合理

的推理和想象，判断

事物未来发展趋势 

【特征】探索性：对事物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把握之上，对认识中

落后过时的东西予以否定，肯定进步先进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构

想事物发展的可能趋势 

①运用矛盾分析方法（事物的内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决定事

物发展的方向。把握内在矛盾，才能对发展状况趋势作正确判断预见） 

②运用推理和想象的方法（运用推理把握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运用想象弥

补前提条件的不足） 

③注重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了解事物

的真实情况，研究是对调查得到的材料进行分析、综合） 

④提高正确性要以事物发展的状况为根据，根据事物发展的可能性进行预测 

⑤立足实践活动，把握事物规律，创造有利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于人们预

测的方向发展 

【特征】预测性：利用思维的创造性，超越事物发展的具体时间

和空间、具体环节，在头脑中推想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其结果

具有“事先得知”的特征 

【特征】不确定性：未来存在多向变化的可能性，事物发展的具

体状况不一定完全按照事先预测的方式展开 

抽
象
思
维 

【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概念性； 

运行方式的推导性； 

思维表达的严谨性。 

【含义】以概念、判断和推理等反映认识对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例】2023年9月，习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新质生产力即有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是以科技创

新为主、摆脱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型生产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

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推动力。这一概念运用抽象思维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 

形
象
思
维 

【主要特征】基本单元的形象性； 

运行方式的想象性； 

思维表达的情感性。 

【含义】在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运用联想、想象和幻想等反映认识对象，触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例】2024年1月11日正式发布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吉祥物——东北虎“滨滨”和“妮妮”。吉祥物原型是2023年9月出

生于黑龙江东北虎林园的两只可爱的小东北虎，寓意“哈尔滨欢迎您”，将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东北虎拟

人化，并与奥林匹克精神融合设计。该吉祥物体现形象思维，生动直观展现东北虎的形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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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规则归纳 
 

逻辑思维 

的基本要求 

 

“三律”都是形式

逻辑的基本规律，

都是适用于同一思

维过程，即在同一

时间，从同一方面

，对同一对象 

同一律（确定性要求） 
【逻辑性质】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保
持自身的同一性，不能混淆概念，也不能转移论题。 

【逻辑错误】 

“偷换概念” 

“偷换论题” 

【例】偷换概念：日本在国际上大搞公关，
将“核污染水”美化成“核处理水”。 

偷换论题：交警拦下一位骑电动车的人。
交警问：“你骑电动车为什么没戴头盔？
”骑车人答：“这是我第一次不戴头盔。 

矛盾律（一致性要求） 
【逻辑性质】在同一时间、从 同一方面、对同一对
象所形成的论 断“A”和它的否定论断“非 A”  不
能同真， 其中必有一 假。 

【逻辑错误】 

“自相矛盾” 

【例1】有同学说：“我坚信一位哲人的名言
，‘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话’。” 

【例2】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但还要提一
点小小的不同意见。 

排中律（明确性要求） 
【逻辑性质】在同一时间、从同一方面、对同一对
象所形成的论断 “A”和“非 A”，不能断定它们都
不成立。 

【逻辑错误】 

“两不可”“骑墙
居中” 

【例】未经授权和同意标注某品牌同款的行
为不能说是侵权行为，也不能说不是侵权行
为 

概
念 

不同概念在所  依据 

指范围上的关系——两个概念是否具有相同部分 

有相同部分：相容关系→全同<外延完全相同>；属种/种属<属大种小>；交叉<一部分外延相同> 
欧拉图见书 

P25 不具有相同部分：不相容关系（全异关系）→矛盾<A+B=C>；反对<A+B‹C> 

明确内涵（是什么）的方法——下定义 

逻辑
规则
及 
错误 

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全同 
定义过宽—大于被定义项 定义过窄—小于被定义项 

【例】定义过宽：商品就是劳动产品； 
定义过窄：商品是用人民币交换的劳动产品。 

定义项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 
同语反复—直接地包含； 循环定义—间接地包含 

【例】同语反复：阅读经典就是对经典作品的阅读。 
循环定义：丈夫就是妻子的爱人。 

定义一般不能用否定形式—否定定义 【例】哲学不是文学。 
定义不能用比喻—比喻定义 【例】儿童是祖国未来的花朵。 

明确外延（有哪些）的方法——划分 
逻辑规则

及 
错误 

子项的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 
划分不全—小于母项；  多出子项—大于母项 

【例】划分不全：选票分为赞成票和反对票。（还有弃权） 
多出：常见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音乐 

在同一次划分中，只能用同一个标准 
划分标准不一—用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划分标准 

【例】邮件有电子邮件、平寄邮件、国际邮件几大类。 
国家分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 

划分应该逐级进行,不能越级 
越级划分—划分后子项不是母项最邻近的子项 

【例】农田里种有棉花、黄麻（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 
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 

判
断 

简单判断 
性质判断（直言） 【六种类型】全肯/否；特肯/否；单肯/否 

【逻辑规则】不能缺少主项或谓项:性质判断没有主项或谓项，意思表达不完整 

避免主项和谓项配合不当:性质判断的主项和谓项不匹配，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状况 

要准确地使用量项和联项:性质判断的量项或联项使用不准确，判断的量与质有误 

关系判断 书P35 两个关系者项——对称性关系：对称/反对称/非对称关系 两个以上关系者项——传递性关系：传递/反传递/非传递关系 

复合判断 

联言判断：断定对象的几种情况同时存在（至少2个联言支） 注意：联结项有时可省略，如：物美价廉 全真则真，一假则假 

选言判断：相容选言（情况同时并存）——一真即真，全假即假 不相容选言（只能有一种存在）——不能同真，不能同假 

假言判断 

必要条件：无前必无后，有后必有前；有前未必有后，无后未必无前 假言判断反映事物情况之间条件关系的判断，它的真假不取决于
前件、后件本身的真假，取决于判断所揭示的事物之间的条件关
系是否成立。即使前后件为假，但确实存在条件关系，判断即真 

充分条件：有前必有后，无后必无前；无前未必无后，有后未必有前 
充要条件：有前必有后，无前必无后；有后必有前，无后必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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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理 

 

 

依
据
已
有
的
判
断
即
前
提
，
推
出
新
判
断
即
结
论 

演
绎
推
理 

：
从
一
般
到
个
别 

， 

必
然
推
理 

★ 

保
真
条
件
： 

前
提
真
实 

 

结
构
正
确  

简
单
判
断
的
演
绎
推
理 

性质
判断 

换质推理 主项和量项不变。联项“是”和“不是”变，谓项改为与其相矛盾的概念 【例】所有金属都是导电的⇒所有金属都不是不导电的 

换位推理 不改变联项。主项与谓项的位置互换。前提中不周延的项换位后不能周延 【例】所有马都不是狗⇒所有狗都不是马 特否不能换位 

 

 

 

三段
论推
理 

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大、中、小项必须
分别出现两次 

四概念 【错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是群众⇒我是真正的英雄。 

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 中项不周延 【错例】优秀干部都是廉洁的，小丽是廉洁的⇒小丽是优秀干部。 

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 大/小项不当扩大 【错例】班干部都要有集体荣誉感，我不是班干部 ⇒我用不着有集体荣誉感。 

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 

结论为否定，当且仅当，前提中有一否定 
双否前提 【错例】调查报告不是文学作品，这篇文稿不是调查报告⇒这篇文稿是文学作品 

复
合
判
断
的
演
绎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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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言
推理 

【推理有效式1—合成式】联言推理的前提分别断定了各个联言支为真，它的结论就
能断定这些联言支构成的联言判断为真。   【推理有效式2—分解式】联言推理的前
提断定联言判断是真的，它的结论就能够断定这个联言判断的联言支是真的。 

【例：合成式】实现中国梦需要我的努力，实现中国梦需
要你的努力，实现中国梦需要他的努力⇒ 实现中国梦需
要我、你、他的共同努力。  

选言
推理 

相容 

选言 

★【推理有效式—否定肯定式】否定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肯

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例】或者是你说错了，或者是我听错了。你没说错

⇒ 所以是我听错了。 

不相容
选言 

【推理有效式1—肯定否定式】如果肯定了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

就可以否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推理有效式2—否定肯定式】如果否定了

选言判断前提中的一部分选言支，结论就可以肯定剩下的另一部分选言支。 

【例】同学们要么选文科，要么选理科。张宇没选

文科⇒张宇选了理科。 （用的是否定肯定式） 

假言
推理 

充分条件 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 
【例】如果明天上午不下雨，她们就一起去图书超市买书，第二天上午没有下雨⇒她们一定会去图书超市
买书。  （用的是肯定前件式） 

必要条件 肯后必肯前，否前必否后 【例】只有患者甲接受做手术，他的疾病才能治愈，患者甲没有接受做手术⇒患者甲的疾病不可能治愈。 

充要条件 
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 

肯后必肯前，否前必否后 
【例】某个数是偶数，当且仅当，它能被 2整除， 这个数是偶数⇒这个数能被 2整除。 

归纳推理 

从个别到一般 

必然：完全归纳 这种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保真关系，其前提涉及认识的全部对象。 

或然：不完全归纳 
【提高可靠性】考察更多认识对象，运用（P62）求同法、求异法、共变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等分析认识对象与

有关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逻辑错误】轻率概括：只根据一两件事实材料就简单得出一般性结论，还认为结论一定可靠 

类比推理 

个别到个别 

一般到一般 

是或然推理 

仿生学（模拟方法）是一种类比推理。【具

体方法】在对象的要素、结构、功能、导致

某种功能的条件进行类比。 类比不同于比

较和比喻（选择题关键句详见P64最下） 

【提高可靠度 P66】类比的根据越多越好（根据多）；根据的相同属性越接近本质属性、相关程

度越高，可靠性越高（近本质）；前提中确认的属性不应该有与结论相互排斥的属性（不排斥）  

【作用 P66】类比推理在科学技术创新中具有前锋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创新性地解决思想上

的困惑，纠正他人认识中的错误；帮助人们发现认识对象的规律，获取新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