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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9_AE_E9_80_9A_E5_c38_60102.htm 一、什么是思维 思维

是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客观事

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思维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它

是在感知基础上实现的理性认识形式。例如，通过对人的观

察分析得出“人是能言语，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高等动物”

；根据对水的研究得出水和温度之间的关系，在101千帕下，

水的温度降低到0℃，就会结冰，升高到100℃，就会沸腾；

等等。这些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人

们常说的“考虑” “设想” “预计”“沉思”“审度”“深

思熟虑”等都是思维活动的表现形式。 思维具有间接性和概

括性两个基本特征。 所谓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能对感官

所不能直接把握的或不在眼前的事物，借助于某些媒介物与

头脑加工来进行反映。由于人类感觉器官结构和机能的限制

，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由于事物本身带有蕴含或内隐的

特点，人们对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事物，如果单凭感官或仅

仅停留在感知觉上，则是认识不到或无法认识的，那么就要

借助于某些媒介物与头脑加工来进行反映。例如，内科医生

不能直接看到病人内脏的病变，却能以听诊、化验、切脉、

试体温、量血压、B超、CT检验等手段为中介，经过思维加

工间接判断出病人的病情；地震工作者可以根据动物的反常

现象或其他仪表的数据来分析与预报震情。这些都是人们凭

借已有的知识经验间接认识的结果。人们要认识原始社会人

类的生活、宇宙太空状况、原子结构、生命运动，要认识超



声波、红外线，要预测天气等等，都需要借助某些媒介物与

思维加工进行间接的认识。 所谓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通

过抽取同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和事物间的必然联系来

反映事物。由于这一特性，人能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外部

特征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例如，通过感知觉我们只能

看到具体的一只鸟的外形和活动情况，而通过思维我们才能

认识鸟的本质属性：有羽毛，卵生。也只有通过思维，把不

会飞的鸡、鸭列入鸟类，而不把会飞的蝙蝠、蜻蜒等列入鸟

类。又如，温度升降与金属膨胀的关系，植物与动物、动物

与人类的生态平衡关系等，都是通过概括活动过程对自然界

事物之间规律认识的结果。 思维的间接性和概括性是相互联

系的。人之所以能够间接地反映事物，是因为人有概括性的

知识经验，而人的知识经验越概括，就越能间接地反映客观

事物。内科医生根据概括性的医学理论才能以中介性的检查

，经过思考而间接地判断病人的病情。气象工作者根据概括

性的气象规律，才能从大量天气资料中，经过思考做出天气

预报。 正是因为思维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所以它在人的生

活实践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人的认识范围不

断扩大。人不仅能认识现在，而且还可以回顾过去和预见未

来。人类学家根据古生物化石及有关资料推知人类过去进化

的规律；地球物理工作者根据已有的地球运动资料，预报地

震和火山爆发的情况。其次，它能不断提高人的认识深度，

不仅能认识人一般接触到的事物以及规律，还可以把握人们

所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以及规律，使人对事物的认识得以无

止境地深化。对于物质结构的认识，正是在实验的基础上通

过思维不断深入，由分子水平到原子水平，由原子核、电子



水平到核内中子、质子水平，直至夸克水平，目前发现夸克

也不是物质的最基本单位，还可以进一步分化。第三，它能

使人由认识世界向改造世界发展，不仅能使人掌握知识、认

识规律，还可以使人运用知识和规律解决问题，进行创造性

活动。 二、思维与感知觉的关系 思维同感知觉一样都是人脑

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又有根本的区别。表现为以下几点：

(1)感知觉只是对当前事物的直接反映，只是对信息的接受和

识别，而思维却是对客观事物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对信

息进行加工； (2)感知觉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外部特征和外在

联系，思维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性联系

； (3)感知觉属于感性认识，它是借助于形象系统对直接作用

于感官的事物进行反映，反映范围很小，是认识过程的初级

阶段，而思维属于理性认识，它是借助于概念系统对客观事

物进行反映，它可以反映任何事物，反映范围很大，是认识

过程的高级阶段。例如，我们见到刮风、下雨，这是对自然

现象的感知觉，是对直接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客观事物外部特

征的感性认识；而为什么会刮风，为什么会下雨，我们研究

的结果是因为“空气对流”而形成风，因为“水蒸气遇冷液

化”而形成雨，这就是我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

性联系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这是思维，是理性认识的结

果。又如，拿我们对三角形的认识来说，感知觉只能反映各

种具体的三角形的形状和大小，而思维则能舍弃三角形的具

体形状和大小等非本质特征，把任何三角形都具有三条边和

三个角这一共同的、本质的特征概括出来。前者是对事物现

象的反映，后者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 思维虽是超出感知范

围的理性认识阶段，是更高级更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但它



是以感性材料为基础，与感知、记忆等认识过程密不可分的

。感性认识是思维活动的源泉和依据。思维无论多么抽象，

它的加工材料还是对个别事物的多次感知，从对个别事物多

次感知中，概括出他们的本质和规律。同时，感性认识的材

料如不经思维加工，就只能停留在对事物的表面的、现象的

认识上，而不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思维与语

言的关系 人的思维不仅与感性认识相关联，而且与语言密切

联系着。人的思维活动是以感性材料为基础，凭借语言而实

现的。思维与语言有联系，也有区别。 1．思维与语言的联

系 思维与语言是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的。首先，思维活动是

借助语言而实现的。这是由于语言本身具有的概括性所决定

的。人们通过语言才可把一类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属性概括

出来。例如，“灯”这个词，与各种各样的灯相联系，它概

括了一切不同颜色、不同形状和材料制作的灯的本质属性，

即能照明的工具。如果没有标志一般东西的词，思维就无法

进行间接概括的反映。可见思维的结果是靠语言这一载体来

表达的，离开了词的刺激作用，人脑就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

属性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正如马克思所说：“语言是思

维的直接现实。”人类的抽象思维，总是语言的思维。 其次

，语言也离不开思维。因为构成语言的词汇和语法规则是思

维的结果。而词义正是概括的思维或概念。语言和词的意义

，也正是靠思维的日益充实和丰富而不断地深化和发展的。

2．思维与语言的区别 认为思维与语言不可分，并不是说二

者可以混为一谈，思维与语言是有区别的，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1)它们的本质属性不同。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是由

基本的词汇和语法所构成的，是人们进行思维和交流思想的



工具，是物质的，以声、形的物质形式存在。思维是人脑揭

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心理过程，它是对客观现实的

反映形式，是观念的，以意识的形式存在。 (2)它们与客观事

物的关系不同。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是标志与被标志的关系

，二者无必然联系。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词代表同一事物，例

如，土豆还可称马铃薯，西红柿又称番茄。思维与客观事物

之间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其间有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3)从构成要素来看，语言中的词与思维中的概念相关，但并

不完全等同。概念用词来表达，但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思

想；反之，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 (4)从规律的性

质来看，语言的语法结构与思维规律之间虽有联系，但不是

一回事。语言具有民族性，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

语法结构。而思维具有全人类性，只要是大脑发育正常的人

，不分国籍、民族、性别、职业，都遵循着共同的思维规律

，都遵循着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具体上升到抽象。思维的

基本过程都是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具体化和系

统化。 关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也存在着“没有语言的思维

”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但不是惟一的工具，不

借助语言也可以进行思维。这种观点提出的依据有三点。 (1)

人类学指出，人类已有几百万年到一千四百万年的历史，而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只有几十万年到几百万年的历史。有声

语言产生前，人类是用手势进行交际活动的。 (2)人类先有生

产劳动，与此同时必然进行思维，然后才给事物命名。 (3)儿

童在未理解和掌握事物的类的名称时，就可以将图片上的衣

物、动物、植物、器皿、交通工具等分别归类。儿童表达思

想时是先学会手势，以后才学会用语言的等等。我们谈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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