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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097.htm 思维的过程包括分析、

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具体化、系统化等。 一、

分析与综合 分析与综合是思维过程的基本环节，一切思维活

动，从简单到复杂，从概念形成到创造性思维，都离不开头

脑的分析与综合。 分析是在头脑中把事物的整体分解成各个

部分、方面或个别特征的思维过程。例如，我们把植物分解

为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把动物分解为头、尾、足

、躯体；把几何图形分解成点、线、面、角、体；分析一个

句子由哪些语言成分构成等，都属于分析过程。 综合是在头

脑里把事物的各个部分、方面、各种特征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的思维过程。例如，把单词组成句子；把文学作品的各个情

节联成完整的场面；把一个学生的思想品德、智力水平、学

业成绩、健康状况等方面联系起来，加以评价，作出结论等

都属于综合过程。 分析与综合在人的认识过程中有不同作用

。通过分析，人可以进一步认识事物的基本结构、属性和特

征；可以分出事物的表面特性和本质特性，使认识深化；可

以分出问题的情境、条件、任务，便于解决思维问题。通过

综合，人可以完整、全面地认识事物，认识事物间的联系和

规律；整体地把握问题的情境、条件与任务的关系，提高解

题的技巧。 分析与综合是同一思维过程中彼此相反而有紧密

联系的过程，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的。分析是以事物综合

体为前提的，没有事物综合体，就无从分析。综合是以对事

物的分析为基础的，分析越细致，综合越全面；分析越准确



，综合越完善。例如，学生读一篇课文，既要分析，也要综

合。经过分析，理解了词义和段落大意；经过综合，掌握了

文章的中心思想，便获得了对文章的整体认识。对事物只有

分析而没有综合，只能形成片面的、支离破碎的认识；只有

综合没有分析，只能形成表面的认识。分析与综合是辩证统

一的，只有把分析与综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发现事物

的联系和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 分析与综合可以在不

同的水平上进行。人可以在直接摆弄物体的情况下进行分析

与综合，例如，小学生用散装的零件自己组装成舰模或航模

的过程；也可以在直观形象的水平上进行分析与综合，例如

指挥员在军事图上分析敌情，服装师设计服装，建筑师设计

建筑物等；还可以在思想上对抽象的事物进行分析与综合，

例如，公安人员分析案情，学生解题等，这是分析与综合的

最高水平。 二、比较与分类 比较是在头脑中把各种事物或现

象加以对比，确定它们之间的异同点的思维过程。人们认识

事物，把握事物的属性、特征和相互关系，都是通过比较来

进行的。只有经过比较，区分事物间的异同点，才能更好地

识别事物。例如，教师要讲清“思维”这个概念，必须与相

近的“思想”这个概念相比较，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差异点

。它们的共同点是，二者都是理性认识；它们的差异点在于

，思想是理性认识的内容，思维是理性认识的形式。通过比

较，对思维这一概念的认识就更加准确了。 比较与分析、综

合是紧密联系的。比较总是对事物的各部分、各种属性或特

性的鉴别与区分，因此没有分析就谈不上比较，分析是比较

的前提。然而，比较的目的是确定事物间的异同，因此比较

也离不开综合。要比较事物，既要对事物进行分析，又要对



事物进行综合，离开分析与综合，比较难以进行。 比较既可

以是同中求异，也可以是异中求同。例如，在教学中，教师

为了帮助学生清楚地了解某个对象，就把这个对象与它十分

相似的各种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不同点；又把这个对

象与它差异很大的对象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相同点。这样

，学生就较容易地明确这个对象的本质特征。 分类是在头脑

中根据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点和差异点，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种

类的思维过程。分类是在比较的基础上，将有共同点的事物

划为一类，再根据更小的差异将它们划分为同一类中不同的

属，以揭示事物的一定从属关系和等级系统。例如，学生掌

握数的概念时，把数分为实数和虚数；又把实数分为有理数

和无理数；有理数又可分为整数、小数和分数等。 由于学生

年龄的差异，思维发展水平不同，分类的水平也不祠。小学

生往往不是根据事物的本质特征，而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

和事物的功能进行分类；少年期学生容易把本质特征与非本

质特征并列来进行分类；青年期的学生则会按事物的本质特

征进行分类。 三、抽象与概括 抽象是在头脑中把同类事物或

现象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抽取出来，并舍弃个别的、非本

质特征的思维过程。例如，我们对人的认识，人可以分为男

性、女性；大人、小孩；工人、农民、军人、学生、教师、

商人；高个、矮个；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人能吃饭，

能睡觉，能喝水，能活动，能知觉，能记忆，能说话，能思

维，能制造工具，会使用工具等。通过分析、比较，抽出人

类具有的共同的、本质的属性，即能说话、能思维、能制造

工具等，舍弃能吃饭、能睡觉、能喝水、能活动等其他动物

也有的非本质属性，这就是抽象过程。 概括是在头脑中把抽



象出来的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的特征综合起来并推广到同类

事物中去，使之普遍化的思维过程。例如，我们把“人”的

本质属性能言语、能思维、能制造工具综合起来，推广到古

今中外一切人身上，指出：“凡是能言语、能思维、能制造

和使用工具的动物都是人。”这就是概括。 抽象与概括的关

系十分密切。如果不能抽出一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就无法对

这类事物进行概括。而如果没有概括性的思维，就抽不出一

类事物的本质属性。抽象与概括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

抽象是高级的分析，概括是高级的综合。抽象、概括都是建

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任何概念、原理和理论都是抽象与概括

的结果。 学生的概括可以分为两种水平。 (1)初级形式的感性

的概括。这种概括形式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对不同事物

进行比较，然后对它们的特征加以概括。如，小学生根据鸟

会飞这一外部特征得出“会飞的动物就是鸟类”，从而错误

地认为鸭、鹅不会飞，所以不是鸟类。这种概括是属于知觉

和表象水平的概括。 (2)高级形式的科学概括。这是根据事物

的本质特征进行的概括。如，学生通过学习有关动物学的知

识，能准确地概括出鱼的本质特征，即“用鳃呼吸的脊椎动

物是鱼类”。这种水平的概括属于思维水平的概括。 四、具

体化与系统化 具体化是指在头脑里把抽象、概括出来的一般

概念、原理与理论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的思维过程，也就是

用一般原理去解决实际问题，用理论指导实际活动的过程。

具体化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把一般与个别结合起来，

把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知识、检验知

识，使认识不断深化。 系统化是指在头脑里把学到的知识分

门别类地按一定程序组成层次分明的整体系统的过程。例如



，生物学家按界、门、纲、目、科、属、种的顺序，把世界

上所有的生物分了类，并揭示了各类生吻间的关系和联系，

这就是人脑中对生物系统化的过程。又如，学生掌握数的概

念，在掌握整数、分数、小数知识之后，可以概括归纳为有

理数；当数的概念扩大，学习了无理数之后，又可把有理数

和无理数概括为实数；掌握了虚数之后，又可把实数和虚数

概括为数，从而掌握了系统的数的知识。 系统化是在分析、

综合、比较和分类的基础上实现的。系统化的知识便于在大

脑皮层上形成广泛的神经联系，使知识易于记忆。也只有掌

握了系统的知识结构，才能真正理解知识，才能在不同条件

下灵活运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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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