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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引论 考核要求 （一）思维 1、识记：思维的基本特征。 2

、理解：思维一语言的关系。 （二）普通逻辑形容的对象 1

、识记： （1）普通逻辑的定义。 （2）思维的逻辑形式。 

（3）逻辑常项和变项。 2、理解： （1）普通逻辑不研究思

维的具体内容，只研究各种不同类型的思维的逻辑形式。 

（2）逻辑常项在逻辑形式中的地位。 3、简单应用： （1）

从各种不同的具体判断和推理中，抽象、概括它拉的逻辑形

式。 （2）识别各种逻辑形式中的逻辑常项和变项。 （3）根

据判断和推理的不同逻辑形式列举出具体的判断和推理。 （

三）普通逻辑的性质和意义 1、识记：普通逻辑的性质：工

具性和全人类性。 2、理解： （1）学习普通逻辑的意义。 

（2）学习普通逻辑的方法。 第二章概念 考核要求 （一）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 1、识记： （1）概念。 （2）概念的内涵。 

（3）概念的外延。 2、理解和应用：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正

确识别某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概念的种类 1、识记

： （1）对概念进行三种分类的分类根据。 （2）集合概念。

2、理解和应用：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正确识别某个概念属于

何种概念。 （三）概念间的关系 1、识记： （1）概念间的五

种基本关系（包括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2）属种关系

。 2、理解和应用：识别若干概念之间的关系。 （四）欧拉

图 1、识记：表示概念间五种基本关系（包括矛盾关系和反

对关系）的欧拉图。 2、理解：判定表示若干概念之间关系



的欧拉图是否正确。 3、简单应用：用欧拉图表示若干概念

之间的关系。 4、综合应用：从给定的条件出发，推出指定

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并用欧拉图 表示它们的关系。 （五）定

义 1、识记：（1）定义。（2）定义的结构。（3）划分的方

法。 2、理解：定义的三条规则及违反规则所犯的逻辑错误

。 3、简单应用：运用有关定义的知识分析具体的定义是否

正确。 （六）划分 1、识记：（1）划分。（2）划分的结构

。（3）划分的方法。 2、理解：划分的规则及违反规则所犯

的逻辑错误。 3、简单应用：运用有关划分的知识分析个体

的划分是否正确。 （七）概念的限制和概括 1、识记：（1）

概念的限制。（2）概念拭目以待概括。 2、理解：概念的内

涵与外延之间的反变关系。 3、简单应用：分析并确定某个

具体的限制或概括是否正确。 第三章判断（一） 考核要求 （

一）判断的定义和分类 1、识记：（1）判断。（2）判断的逻

辑特征。（3）简单判断。（4）复合判断。 2、理解：普通逻

辑不研究具体判断的真假，只研究各种判断的形式以及具有

这些 形式的判断之间的真假规律。 （二）性质判断的定义和

种类 1、识记： （1）性质判断。 （2）性质判断的结构。 

（3）性质判断的种类及其逻辑形式。 （4）特称量项的含义

。 2、理解和应用：把用自然语言表达的不规范的性质判断

整理成标准形式的性质判断。 （三）性质判断主、谓项外延

之间的关系 1、识记：根据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确定

给定的性质判断的真假。 2、理解和应用： （1）根据给定的

性质判断的真假，确定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 （2）根

据给定的性质判断的真假，画出表示主、谓项外延关系的欧

拉图。 （3）根据给定的主、谓项外延之间的关系，写出相



应的真的性质判断。 （四）对当关系 1、识记： （1）同素材

的A、E、I、O四种判断的对当关系： （2）判断之间的矛盾

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差等关系。 2、理解：由一

个性质判断的真假确定其余三个同素材的性质判断的真假。

3、简单应用：从已知条件出发，运用对当关系来确定给定判

断的真假。 （五）性质判断主、谓项的周延性 1、识记：A

、E、I、O四种判断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情况。 2、理解和应用

： （1）根据主项或谓项的周延情况，确定相应的性质判断

的质或量。 （2）根据性质判断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情况，画

出相应判断主项概念和谓项概 念外延关系的欧拉图。 （六）

关系判断 1、识记： （1）关系判断。 （2）关系判断的结构

。 （3）对称性关系。 （4）非对称性关系。 （5）反对性关

系。 （6）传递性关系。 （7）非传递性关系。 （8）反传递

性关系。 2、理解和应用： （1）确定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判断

是否为关系判断。 （2）确定某个具体的关系属于何种关系

。 第四章判断（二） 考核要求 （一）联言判断 1、识记： 

（1）联言判断的定义。 （2）联言判断的逻辑形式。 2、理

解： （1）联言判断的逻辑特征。 （2）表达联言判断的各种

自然语言形式。 （3）联言支的真假之间的关系（真值表）

。 3、简单应用：根据一自然语言表达的某一具体联言判断

写出其逻辑形式。 （二）选言判断 1、识记： （1）相容选言

判断的定义和逻辑形式。 （2）不相容选言判断的定义和逻

辑形式。 2、理解： （1）选言支之间的并存关系与非并存关

系。 （2）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特征及其真值。 3、简单运用

： （1）根据语言表达的一具体相容选言判断或不相容选言

判断写出其逻辑形式。 （2）根据给定的选言支的真值确定



选言（相容或不相容）判断的真值；根据 给定的相容或不相

容选言判断的真值，确定各选言支的真值。 （三）假言判断

1、识记： （1）假言判断的定义。 （2）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的逻辑形式。 （3）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形式。 （4）充

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形式。 2、理解： （1）充分条件

假言判断的逻辑特征及其真值。 （2）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

逻辑特征及其真值。 （3）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特

征及其真值。 3、简单运用： （1）判别自然语言表达的一具

体假言判断的种类，并写出其逻辑形式。 （2）根据给定的

前、后件的真值，确定一假言判断的逻辑值。 （3）将一充

分条件假言判断转换成与其等值的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或将

一必要 条件假言判断转换成其等值的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

四）负判断 1、识记： （1）负判断的定义。 （2）负判断的

逻辑形式。 2、理解：各种复合判断的负判断与其等值判断

间的等值关系。 3、简单运用： （1）写出给定的简单判断负

判断的等值判断（含公式）。 （2）写出与给定的复合判断

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含公式）。 （五）真值表的判定作

用 1、识记：真值表 2、理解：运用真值表方法的步骤。 3、

简单运用： （1）运用真值表方法判定一复合判断的逻辑值

。 （2）运用真值表方法判定两个复合判断是否具有等值关

系、矛盾关系、反 对关系。 4、综合运用：运用真值表方法

解应用题。 （六）模态判断 1、识记： （1）模态判断的定义

。 （2）各种模态判断及其逻辑形式。 2、理解：模态判断之

间的真假关系。 3、简单运用： （1）判定给定的两个模态判

断间属何种关系。 （2）已知一个模态判断的真（或假），

推知其他三种模态判断的真假情况。 第五章普通逻辑的基本



规律 考核要求 （一）普通话逻辑的基本规律 1、识记：普通

逻辑的基本规律的含义。 2、理解： （1）普通逻辑的基本规

律与各种逻辑形式的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 （2）普通逻辑

的基本规律的客观基础。 （二）同一律 1、识记： （1）同一

律的内容和公式。 （2）同一律的要求。 2、理解： （1）违

反同一律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 （2）同一律的作用。 3、简

单应用： （1）根据同一律的内容和要求分析实际思维和议

论中的逻辑错误。 （三）矛盾律 1、识记： （1）矛盾律的内

容和公式。 （2）矛盾律的要求。 2、理解： （1）违反矛盾

律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 （2）矛盾律的作用。 3、简单应用

： （1）确定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判断。 （2）根据矛盾律

的内容和要求分析实际思维和议论中的逻辑矛盾。 （3）运

用矛盾律的有关知识分析一议论是否违反矛盾律的要求。 （

四）排中律 1、识记： （1）排中律的内容和公式。 （2）排

中律的要求。 2、理解： （1）违反排中律要求所犯的逻辑错

误。 （2）排中律的作用。 （3）矛盾律与排中律的区别。 3

、简单应用：根据排中律的内容和要求分析实际思维和议论

中违反排中律 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 4、综合应用：根据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有关知识进行某些简单的逻 辑分

析。 第六章演绎推理（一） 考核要求 （一）推理的定义和分

类 1、识记： （1）推理。 （2）演绎推理。 （3）必然性推

理。 2、理解：演绎维理的有效性。 （二）对当关系的直接

推理 1、识记：对当关系推理的有效式。 2、理解和应用： 

（1）识别给定的推理是否为对当关系的推理。 （2）辨别给

定的对当关系的推理是否有效。 （三）判断变形的直接推理

1、识记： （1）换质法和换位法的基本有效式。 （2）换质



法和换位法的规则。 2、理解和应用： （1）辨别给定的判断

变形的推理的否正确。 （2）连续地进行换质位推理或换位

质推理。 （四）三段论的定义、结构及规则 1、识记： （1）

三段论的定义。 （2）三段论的组成。 （3）三段论的基本规

则。 （4）三段论的格。 （5）三段论的式。 2、理解： （1

）识别给定的推理是否为三段论。 （2）对于用自然语言表

达的三段论，写出其逻辑形式，指出其格与式。 3、简单应

用： （1）分析给定的三段论是否有效。 （2）确定从给定的

前提能否得出结论。 4、综合应用： （1）用三段论的基本规

则证明三段论的导出规则或各格的特殊规则。 （2）运用三

段论的规则、格和式的知识填充未完成的三段论的结构式。 

第七章演绎推理（二） 考核要求 （一）联言推理 1、识记： 

（1）联言推理的定义。 （2）联言推理的分解式。 （3）联

言推理的组合式。 2、简单运用： （1）分辨一联言推理是何

种形式。 （2）由已知联言推理的前提准确推出其结论。 （

二）选言推理 1、识记： （1）选言推理的定义。 （2）相容

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 （3）不相容选言推理的肯定否定

式和否定肯定式。 2、理解： （1）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 

（2）不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 3、简单运用： （1）判定一

选言推理是否有效。 （2）分析现实中违反选言推理规则所

犯的逻辑错误。 （3）由已知选言推理前提推出结论。 4、综

合应用：结合已学过的逻辑知识，运用选言推理解应用题。 

（三）假言推理 1、识记：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

件式。 （2）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后件式。 （3）必要条

件假言推理的否定前件式。 （4）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肯定

后件式。 2、理解：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 （2）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 3、简单应用： （1）判定一假言

推理是否有效。 （2）分析现实中违反假言推理的规则所犯

的逻辑错误。 （3）由给定的假言推理前提推出其结论。 4、

综合应用：根据联言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的知识解答

应用题。 （四）二难推理 1、识记： （1）假言选言推理。 

（2）二难推理的四种有效形式。 2、理解： （1）二难推理

的要求。 （2）破斥错误二难推理的方法。 3、简单应用： 

（1）判别一个二难推理属何形式。 （2）由已知二难推理的

前提推出其结论。 （3）根据二难推理的要求破斥一错误二

难推理。 （五）模态推理 1、识记： （1）模态推理的定义。

（2）根据模态逻辑方阵进行的模态推理公式。 （3）根据模

态判断与性质判断之间关系进行模态推理的公式。 2、简单

应用： （1）判定一模态推理是否有效。 （2）由已知某一模

态推理的前提推出其结论。 第八章归纳推理 考核要求 （一）

归纳推理的定义和特点 1、识记： （1）归纳推量。 （2）归

纳推理的特点。 2、理解：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联系和区

别。 （二）完全归纳推理 1、识记： （1）完全归纳推理。 

（2）完全归纳推理的特点。 2、理解：完全归纳推理的优点

和局限性。 （三）简单枚举法 1、识记： （1）不完全归纳推

理。 （2）简单枚举法。 （3）简单举法的特点及应用该方法

时容易犯的错误。 2、理解： （1）提高简单枚举结论可靠性

程度的条件。 （2）对于用自然语言表达的简单枚举法，写

出其推理形式。 （四）穆勒五法 1、识记：穆勒五法的内容

和图式。 2、理解：穆勒五法的特点。 3、简单应用：根据具

体的判明因果联系的事例，指出其使用的是何种探求因果联

系的方法。 第九章类比推理和假说 考核要求 （一）类比推理



1、识记： （1）类比推理。 （2）类比推理的特点。 2、理解

： （1）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的区别。 （2）提高

类比推理结论可靠性程度的条件。 （二）假说 1、识记： （1

）假说。 （2）假说的特点。 2、理解：具体假说中所使用的

推理方法。 第十章论证 考核要求 （一）论证及其与推理的关

系 1、识记： （1）论证的定义。 （2）论证的结构。 2、理

解： （1）论证与推理的联系和区别。 3、简单应用：分析一

个具体论证的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 （二）论证的种类 1

、识记： （1）演绎论证。 （2）归纳论证。 （3）直接论证

。 （4）间接论证：反证法、选言证法。 2、理解：在演绎论

证和归纳论证中，演绎论证是主要的。 3、简单应用：分析

日常思维中一论证的结构，指出它所使用的论证方法。 （三

）论证的规则 1、识记： （1）充足理由律的内容、公式。 

（2）论证的五条具体规则。 （3）论证过程中常犯的逻辑错

误。 2、理解：逻辑规律与论证规则之间的关系。 3、简单应

用：运用论证的规则分析某一论证所犯的逻辑错误。 （四）

反驳的方法 1、识记： （1）直接反驳。 （2）间接反驳。 

（3）归谬法。 2、理解： （1）驳倒了对方论据并不等于驳

倒了对方的论题。 （2）驳倒了对方的论证方式也不等于驳

倒了对方的论题。 3、简单应用：分析日常反驳中所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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