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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学教程》在编写过程中，结合鲜活的生活事例，深入浅出地介绍逻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方法，分析思维的逻辑形式及规律，并在对逻辑学理论和方法的阐述中穿插适当的练习，帮助读者切
实提高逻辑思辨能力，解决现实生活中有关逻辑思维的实际问题。
《逻辑学教程》作为大学通识教育教材，既适合传统教学和自学考试，又适合作为工商管理硕士、公
共管理硕士、工程管理硕士等各类硕士联考的辅导教学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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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有三条，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遵循这些规律，就可以使我们的思维首尾一贯，保持同一和确定，从而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晗当、推
理合乎逻辑性和论证有说服力。
违反这些规律的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论证就会含混不清、自相矛盾、模棱两可，从而也就不能达到正
确地表达思想、交流思想和正确地认识事物的目的。
由于这三条规律概括地表现了逻辑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它们在各种逻辑形式中普遍起作用，成为
人们在运用概念、判断进行推理时必须遵守的起码准则，是正确思维所遵循的基本前提，因而，这三
条规律是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长期思维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因而，它具有不同于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规律的特点。
作为思维规律，它只对人的思维及表达思想起制约作用，而不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起制约作用。
所以，它绝不是像某些唯心主义逻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先验的，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也绝不是像
现代唯心主义逻辑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方便而约定俗成、主观随意地建立起来
的，就像随意地确定一种打球、下棋、玩扑克的规则一样。
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思维的规律，不是事物本身的规律。
但它们又不是和客观现实毫无关系的主观臆造出来的规律。
概括地说，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是对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稳定性的正确反映。
因此，它们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矛盾性和明确性的特征。
人们的思维只能遵守它，不能违反它，一旦违反了，思维就会发生混乱。
思维的确定性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个概念、判断的内容都是确定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什么内
容，表达的内涵、外延、语义都是相同的，否则，就是违反了思维过程中的确定性。
思维的不矛盾性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不能对某一个思想做出相互矛盾的断定，不能既肯定同时又
否定某一个思想，否则，就是违反了思维过程中的不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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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教程》：21世纪高等院校通识教育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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