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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人新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共识之一，就是要着力教育创新。
教育创新共识的形成，是以对时代发展的新特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以对当今世界和我国教育发展的新
趋势的分析为背景的，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任务为目标的，深
刻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确立“以人为本”新理念的必然要求。
教育创新的首要之义就在于，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要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
各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相适应，努力造就具有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为了达到教育创新的这些要求，高等教育不仅要实行教育理论和理念的创新，而且还要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着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特别要注重学科与专业设置的调整和完善，形成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提高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
学科专业和教学内容；要注重人才培养结构的优化，形成既能适应现代化建设对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
的需求，又能体现和反映高校优秀的办学特色、办学风格和办学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教学创新的这些措施，必然提出怎样对传统意义上的以“学科”、“专业”为主体的教育教学结
构进行整合，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通识”教育相兼容和相结合的重大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的“专”、“通”关系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
至于与“专业”教育相对应的“通识”教育的思想，出现得更早些。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与“自由”教育相联系的“通识”教育的思想。
这里所讲的“通识”教育，通常是指对学生普遍进行的共通的文化教育，使学生具有一定广度的知识
和技能，使学生的人格与学识、理智与情感、身体与心理等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和全面的发展。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曾经经历过时以“通识”教育为主、时以“专业”教育为主，或者两者并举、并
立的发展时期。
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高等教育似倚重于“通识”教育。
随着经济、科技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也相应地细分为不同学科、专业，分别培养
不同领域的专业人才，“专业”教育的比重不断增大。
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的飞速进步、知识的不断交叉融合，使学科之间更新频率加
快，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并存，“专才”与“通识”的需求同在。
但是在总体上，“通识”似更多地受到重视。
这是因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应该具有更为宽厚的
知识基础和相当广博的知识层面，应该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多方面的交流能力。
显然，仅仅依靠知识领域过窄的专业教.育，是难以培养出.这样的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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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什么是逻辑，为何学逻辑，怎样学逻辑”三个问题，将大学素质教育中的逻辑学分为逻辑
观（上编）、传统逻辑（中篇）和现代逻辑（下篇）三个循序渐进的层次和步骤，旨在以逻辑思维训
练和理性精神主导逻辑知识教学，以适应大学通识教育的需要。
本书可作为一般文科院校逻辑通识类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可供一般文科院校大学生基于提高自身
逻辑素养的需要，自学逻辑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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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思维形式抽象思维既有其内容，又有其形式（结构）。
抽象思维的内容，简称思维内容，指的是思维中所反映的具体对象及其属性。
抽象思维的一般形式，简称思维形式，指的是思维反映对象及其属性的一般方式，亦即思维内容赖以
存在和表达的一般形式。
形象地说，思维形式好比箱子或者盒子，思维内容好比装在箱子或盒子里的各种物品。
每一种思维形态、每一个思维单元都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统一体。
例如：判断“所有商品是有价值的”中的“商品”、“有价值的”是其具体的思维内容，而把它们联
系起来的“所有⋯⋯是⋯⋯”，则是其一般的思维形式。
逻辑学研究思维，正是撇开具体的思维内容，而把一般的思维形式作为其特殊研究对象的。
因而在很多场合，“逻辑”都被用作“形式（结构）”的代名词。
例如，所谓“⋯⋯的逻辑形式”，意即“⋯⋯的形式结构”；所谓“⋯⋯的逻辑性质”，意即“⋯⋯
的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性质”；所谓“从逻辑上讲”，意即“从纯形式的角度来讲”。
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维形式，分别称为“概念形式”、“判断形式”、“推理形式”和“论
证方式”。
在“所有⋯⋯是⋯⋯”这个判断形式中，“所有”和“是”分别表示对象范围是一类事物的全部以及
对象和属性之间具有肯定联系。
它们的这些含义不会随具体的思维内容、思维场合的变化而变化，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因而被称为
逻辑含义，而它们本身则被称为逻辑常项。
此外，两个空位里可以“装入”相应的内容，如“金属”、“导电的”或“天鹅”、“白色的”，从
而得到各个具体的判断。
这正是思维形式“容纳”思维内容的典型方式。
为了研究复杂思维形式的方便起见，我们在各个空位里分别填入一个抽象的占位符来指称那个空位，
代表可能出现在那里的具体思维内容。
由于这些空位在不同的思维场合会被填人不同的思维内容，是上述判断形式中的可变部分，因而这些
占位符被称为逻辑变项。
例如：“所有s是P”就是上述判断形式的填充形式，其中的占位符s、P就是逻辑变项。
一般来说，各种思维形式都是由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两个部分构成的。
其中有确切含义且其含义始终保持不变的部分就是逻辑常项，而没有确切含义、可以进行不同代换的
部分则是逻辑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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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通识逻辑学》以“什么是逻辑，为何学逻辑，怎样学逻辑”三个问题统摄全书，以上、中、下三编
将通识教育中的逻辑学分为三个有机联系的层次和部分，对应于实际教学中渐次递进的三个步骤：上
编“逻辑观”始于孕育逻辑精神的逻辑史，终于逻辑精神训练的批判性思维，穿插介绍逻辑学的基本
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在大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编“传统逻辑”介绍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旨在弥补上编逻辑工具的欠缺和不足。
下编“现代逻辑”介绍现代逻辑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即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旨在改善中编逻辑工
具的陈旧和落后，为读者提供现代逻辑的视野和基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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