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理练习题的解题步骤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

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3/2021_2022__E6_8E_A8_

E7_90_86_E7_BB_83_E4_c67_153476.htm 逻辑学被称为思维的

体操，这样的比喻是有道理的。逻辑学确实可以训练人的思

维使之具有严密性，从而提高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是这种

能力的获得不是靠死记硬背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做大量的逻

辑习题来取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普通逻辑学与学习数

学有共同之处，因此学习逻辑学的重要途径就是做练习题。 

普通逻辑练习题根据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六部分：序言部分练

习题、概论部分练习题、判断部分练习题、推理部分练习题

、规律部分练习题以及论证部分练习题。通过练习使考生达

到使用的概念明确、做出的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论证

有说服力的目的。虽然这几个部分的练习内容不同。要实现

的目的也不同，但是在做这些题时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要准确

理解题中所涉及的概念。 例如：1.指出“所有S都是P”这一

逻辑结构式的常项和变项。 2.分析下列直言三段论的结构，

指出大项、小项、中项，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凡益鸟都

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啄木鸟是益鸟，所以啄木鸟是应当受到

保护的。 做例1时，首先必须掌握什么是常项。什么是变项

。然后再确定题中哪个部分是常项、哪个部分是变项。我们

知道常项是逻辑结构式中保持不变并决定其性质的项。变项

是逻辑结构式中可变的项，即可被具体概念或判断来代替的

部分。根据常项、变项的定义，我们再来看一看习题：“所

有”“都是”是逻辑结构式中保持不变并决定这个逻辑结构

式是全称肯定判断的项，所以是常项。而“S”“P”是可被



具体概念，如“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或者“中国

人”“亚洲人”等所代替的部分，因此是变项。 同理，在做

例2时，也是要把握相应的概念：大项是结论中的谓项，小项

是结论中的主项，含大项的前提是大前提，含小项的前提是

小前提，大小前提中共有的项是中项。（当然这之前必须要

知道什么是主项、什么是谓项以及前提和结论）然后再来分

析题中三段论的结构。 因为普通逻辑学重点部分是推理，所

以以下以推理练习题中常见的一种题型为例，谈一谈这种类

型题的解题步骤。 例3：指出下列推理是哪种类型的推理，

并说明是否正确、为什么。 ①有的中毒是食物中毒，因此，

并非有的中毒不是食物中毒。 ②人寿之长短，或许由于遗传

因素，或许由后天条件；徐某长寿有遗传因素，所以他的长

寿与后天条件元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