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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第3版)》介绍了逻辑学的对象和性质，对逻辑学所涉及的概念、判断和推理中
的不同形式及其规则进行了较系统的叙述，简述了逻辑的规律以及运用逻辑的基本方法。
全书简明通俗，特别之处是不但各章后面都附有与该章内容紧密配合的较多数量的练习题，而且附有
参考答案，这对读者学习效果的巩固和验证都有所帮助。
《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第3版)》独具特色的是专门辟出了一章的内容对非形式逻辑和当今社会间的逻
辑考试给予了介绍，对社会间各类考试中的逻辑真题给予分类并进行了简要解析。
因此，这本书对于学习逻辑的广大读者来说，是一个扩展知识的好机会，而对于逻辑备考的广大考生
而言，《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第3版)》无疑是一本便捷的复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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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思考题 练习题 第十一章社会间逻辑考试及其真题解析 第一节新逻辑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其意义 第
二节社会上各类逻辑考试综述 第三节逻辑真题简介及真题解析 各章练习题参考答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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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逻辑学研究概念还反映事物的范围，它反映事物的范围，这是事物的一种量的规定性。
也就是说，它反映一类一类的事物是由哪些分子或子类组成的。
例如，—山峰、河流等。
世界最高的山峰只有一座，而山峰则有许多座；世界最长的河流只有一条，而河流则有许多条。
 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活的，发展着的。
客观世界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也不断地深入和丰富。
概念作为人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反映，也必然不是一成不变的。
概念有生死。
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概念在现实中死亡了，没有了对象，如“殉”、“朕”等。
有的概念在现实中产生，如“网吧”、“纳米”、“克隆”等。
《词典》每隔一段时间便需要修订的道理就在这里。
 概念是变化、发展着的。
对于某类事物，开始我们总是认识到它的初步本质，不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它的较深刻的本质。
这时，我们对某类事物的概念，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
在长期的实践基础上，我们才逐渐地认识到某类事物的较深刻的本质。
这时，我们对某类事物的概念，才是较深刻的概念。
以前，人们对人就有一个概念，它反映了人的一般的特征。
例如，两足直立的动物这种特征。
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初步概念。
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认识发展，我们才认识到人的较深刻的本质，即能制造和利用生产工具并能抽象
思维的社会动物，从而形成了一个关于人的较深刻的概念。
类似的还有“物质”、“宇宙”、“社会发展的规律”等。
 人们认识的发展，是由认识事物的现象，到认识事物的本质的发展；是由认识事物不深刻的本质，到
认识事物较深刻—的本质的发展。
与上述同步的，便是由初步概念到较深刻概念的发展。
 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
人们的感觉、知觉是事物的真实的映象。
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产生错觉与幻觉。
与此类似，人们的概念，也有真实的与虚假的。
真实概念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特征和本质的概念，客观世界中存在着与真实概念相对应的事物。
虚假概念是没有正确地反映事物的特征和本质的概念，客观世界中不存在与虚假概念相对应的事物。
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常常会形成一些虚假概念。
古代人震惊于风雨雷电的变化，又不明白这些变化的原因，于是产生了“鬼”、“神”这些虚假概念
。
由于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近代人也产生过像“燃素”、“以太”等虚假概念。
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虚假概念总要相对减少，真实概念总要相对增
多。
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用真实概念不断代替虚假概念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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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第3版)》既可作为各大专院校逻辑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作为国家公务员考试、
各专业的研究生考试、各类拿证（律师、评估师和咨询师等）考试、以及大型企事业招聘考试中逻辑
方面研修和复习的重要参考书，《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第3版)》还是社会上逻辑自学者比较完备和实
用的自修教材。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普通逻辑学简明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