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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3_80_8A_E

9_80_8F_E8_BF_87_E7_c38_60727.htm 复习提问 1．感性认识

同理性认识有哪些不同? 2．在第一次飞跃中怎样对感性材料

进行加工制作? (设计这两个问题的目的是，通过复习感性认

识同理性认识的区别，引出概念、判断、推理是理性认识的

形式；通过明确思考加工的过程就是形成概念、作出判断、

进行推理的过程，进而导人新课。) 导入新课 人们的思考加

工的过程，是形成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过程，是一

个逻辑思维的过程，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形成正确的

概念，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正确的推理，不是都能对感性

材料进行正确的思考加工，所以不仅要勤于思维，还要善于

思维，为此，就要注意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 讲授新课 第三

节 注意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板书) 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首

先要重视思维形式的作用。 一、要重视思维形式的作用(板

书) 1．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一个逻辑思维的

过程(教书) 进行逻辑思维，要借助于思维形式。思维形式有

哪些?思维形式包括概念、判断、推理。 在思维过程中，它们

各有自己的功能和作用，我们首先讲概念。 2．概念的含义

和作用(板书) 思想政治课学过很多概念，如：生产力、生产

关系、商品、物质、意识，第五课也讲了不少(可找同学列举

一些：主观能动性、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真理、科学理论

，等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每一门学科都离不开概

念，都有很多概念。 什么是概念?概念有什么特点?概念在思

维中有什么作用?请同学阅读教材第23页第二 自然段至24页第



二自然段。 (在同学阅读后，教师边提问，边讲解，边板书

。) (1)概念的含义：(板书)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

维形式。“对象”是指我们思维认识的对象。“本质属 性”

是指能把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属性，一般是这类事物

特有的属性。对象的本质属性反映在人的头脑中就形成概念

。(投影或辅助板书) 概念 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内涵） 商

品 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意识 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 商品

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它们的共同的本质的属性用来交换的

劳动产品反映到我们的头脑中，就形成了商品这一个概念。

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凡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就是

商品。 意识各式各样，又很抽象，无法描绘，难以想象。当

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意识现象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本质客观事

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后，在我们的头脑中也就形成了意识概念

。 教材中把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叫做概念的

“内涵”。 ①内涵指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 概念

的内涵也就是概念的含义。 概念还有外延，外延是指概念的

适用范围，即概念所反映的这类事物都包括什么。凡用来交

换的劳动产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资料；不管是工

业品，还是农产品；也不管是在公有制条件下，还是在私有

制条件下生产的，都是商品。同样，只要是客观事物在人脑

中的反映，不管是对现象的反映，还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

不管是正确的反映，还是歪曲错误的反映，都属于意识。 ②

外延指概念所反映的那一类事物的总和。 我们了解了概念的

含义，知道了什么是概念，概念在思维中又有什么作用呢?在

思维中 为什么要形成概念呢? (2)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概念是

思维的基本单位(板书) 提问：柏拉图对人的概念的理解错在



哪里? (教师小结)柏拉图没有准确揭示“人”这个概念的内涵

，没有揭示人的本质属性。“没 有羽毛”、“两脚直立”不

是人特有的本质属性。内涵不准确，外延也不准确，以致拔

光了毛的鸡，被戏称为“柏拉图的人”。概念不清，不能准

确认识事物，必然导致思维的混乱。可见，概念在思维中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请同学看一看教材第24页的“议一议”

这几个问题。 (同学议论，教师小结)速度和加速度，公民和

人民，是两对相近易混又互相区别的概念。速度和加速度都

是描述物体运动中位移与时间关系的物理量，但速度是指单

位时间物体位移量的大小，是位移与时间的比值，是描述物

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加速度是讲单位时间内物体位移的变

化量的多少，是速度变化和所用时间的比值，是描述速度变

化快慢的物理量。理解错了，划不清它们的界限，就不能正

确地思维、判断，比如，加速度大的，速度就不一定快；速

度快的，加速度也未必大。同样，划不清公民和人民的界限

，也会带来思维的混乱，甚至导致执法和执行政策中的错误

。 对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教材在第23页最后一段，列举了

三点作用，请同学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一下。 第一，掌握了概

念就能把这一类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 第二，掌握了概

念，才能真正理解客观事物； 第三，概念明确，才能恰当地

作出判断，才能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 概念的重要作用，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概念是思维的基

本单位”，或叫思维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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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