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都有思维， 为什么有的思维续密而精妙， 能够结出丰硕的智慧之果， 而有的思维构想虽然不失美妙，
却是不结果实的智慧之花？实践一再证明， 只有科学思维才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 通过本课的学
习， 我们将明确科学思维的含义， 了解科学思维的特征， 理解学习科学思维 的意义， 让我们的思维更加自觉地
走向科学思维。

领会科学思维
✓ 第—框科学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 第二框学习科学思维的意义

1. 1描述常见的思维活动， 体会思维是人所特有的属性， 了解思维的基本形态和特
征；懂得正确思维的基本条件。
1. 2区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掌握科学思维的特点， 体悟学会科学思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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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阻
＇

；，泽平月节斩看

内涵 泛指符合认识规律（认识层次）、 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思维规则的层次）， 是能够
达到正确认识结果的思维（认识结果的层次）

科学思维不是与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并列的思维形态，而县对
外延 实践空遵撞逻辑思维要求、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剑新性簦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蠡詹＿ 一` -... 

日，细」”Ko,

基本 任何思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

条件 条件

(1)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特征 (2)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
(3)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可检验性。



I何丽员石
”

阿叶1
日

看
特征 内容 关键词 联系

＠科学思副总是从实际出发， 力图如实地反映认识

追求认识
对象； 从实际出发，

＠科学思维不盲目崇拜权威， 不盲目相信书本结论 ＠科学思维

的客观性 ， 它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 注重实事求是的推理和论 不盲从 的客观性、 预
证， 坚持以理服人， 努力把握和遵循客观规律。 见性、 可检验

性是相互联系、

科学思维总是通过对事物历史与现实材料的分析， 找 可预测、 相互统一的。
结果具有 出事物发展的规律， 并对事物的发展趋势、 发展前景

预见性 指明道路 ＠离开客观
作出合乎逻辑的推断。 性， 就不会有

预见性；正因
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越是复杂的事物， 为有预见性，

结果具有 对它的认识越要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 科学思维能够
检验、 修正 才有可检验性。

可检验性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 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



l团尽飞三泗＼环叩t,pm四

思维素
养意义

思想政
治意义

总结

＠有利千我们纠正逻辑错误，驳斥诡辩，捍卫真理 这里的籵学思缭主要指逻辑思级，助
遵级孟拼思垒要求的思雄。
＠有利千我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这里的科学思级主要措辩证思壅。学会运府庌
征思弟方法，我幻可以更为全面、勃态她把圾客观事物。
©有利千我们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提高我们的
创新能力。这里的科学思级主要措剖浙思缭。

＠【思维觉悟层面】有助千我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正确认识不同的社会实践
中的国情和世情，准确把握我们所在的历史方位，提高我们的政治站位，提升我们的思想水
平和政治觉悟；
@【实践层面】有助千我们发扬科学精神，积极投身于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宏
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以锐意进取的态度和负责任的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助力国家强盛和民
族复兴。

把握科学思维的精髓，学会运用科学思维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事物，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更好地报效国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养科学思维？

1、要理性思考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 避免被情绪左右， 避免主观腮断和先入为主。

2、要遵循科学思维的客观性。

3、 既要从实际出发， 又要遵循思维规律。

4、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结合起来， 发挥思维在不同环节中的整体性作用。

5、要在实践中遵循逻辑思维要求、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创新性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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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误区

1．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就是科学思维的结果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解析】＠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是指科学思维总是从实际出发， 力图如实地反映认

识对象。 科学思维不盲目崇拜权威， 不盲目相信书本结论， 它尊重实践检验的结果， 注重实
事求是的推理和论证， 坚持以理服人， 努力把握和遵循客观规律。 ＠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可
检验性， 是指科学思维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接受实践的严格检验， 修正错误， 坚持真理。
2．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意昧着科学思维与客观实际完全一致。

【解析】科学思维总是从实际出发， 力图如实地反映认识对象， 但不意味着科学思维与客观
实际完全一致 这体现了思维的能动性。
3．科学思维是与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井列的思维形态。

【解析】科学思维不是与逻辑思维、 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并列的思维形态， 而是对实践中遵
循逻辑思维要求、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的统称。
4．科学思维的特征是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解析】科学思维的特征， 不仅表现在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而且表现在其结果具有预见性、
可检验性。
5．科学思维就是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

【解析】任何思维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 内容真实和形式正确是科学思维的两个基本条件C

这里所说的科学思维， 泛指符合认识规律、 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 是能够达到正确认识结果
的思维。 科学思维是对实践中遵循逻辑思维要求、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创新性解决问题的思
维方式的统称。 形式正确、 遵循逻辑规则， 只是科学思维必备条件之一， 科学思维还必须内
容真实， 遵循逻辑规则的思维未必是科学思维。



， 

跨越误区
、

6．思想源千思维能够指导人们在实践中实现预期的目的。
【解析】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而不是源于思维。 只有正确思想才能指导人们在实践中

实现预期的目的， 成功的社会实践离不开科学思维的参与。

7. (2024 •黑龙江牡丹江高三调研）有人根据杜甫的《绝句》中的
“

门泊东吴万里船
“

推断：既
然是

“

门泊东吴万里船
“

那成都杜甫草堂前， 原先应该有水道， 否则， 这首名诗就有问题。
后经勘探， 果然找到了旧时水道的遗迹。 这说明
＠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可检验性 A
＠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
＠在感觉基础上运用想象形成的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的反映
＠正确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 有利千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A.＠迄） B.(D@ c.®@ D.@@ 

【解析】＠＠：有人根据杜甫的《绝句》中的 “ 门泊东吴万里船 “ 推断杜甫草堂前， 原先应该有水道，
后经勘探， 果然找到了旧时水道的遗迹， 这说明科学思维的结果具有预见性和可检验性， ＠＠符合题
意。 ＠：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在实践的基础上运用想象形成的认识不一定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说法错误。 ＠：正确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 有利于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但材料并没有把握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 ＠不符合题意。 故本题选A。

、·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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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北京卷• 17) 
【记忆】北京雨燕春天来到北京筑巢繁衍， 夏末带着新生的小雨燕跨越中亚远赴

非洲， 待来年再准时飞回北京。 古建筑上空北京雨燕飞舞的景象， 是人们美好的
记忆。
【两难】为了避免污损和破坏， 古建筑的屋檐斗拱加装了防护网， 却无意间把在

此筑巢的北京雨燕挡在了 “家门“ 外。 既要避免古建筑受损， 又要保证北京雨燕
安居， 成为难题。

I
·- 【共生】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理念指导和相关技术支持下， 文物、 园林绿化等相关

，一一—二部门密切配合 ， 为北京雨燕在古建筑上留出 “繁殖窗口 ＂ 。 同时， 志愿者积极为北
京雨燕搭建新家， 帮助它们向现代建筑迁移筑巢。 在多方呵护下， 北京雨燕的种
群正在恢复和壮大。 雨燕和古建筑在城市中实现了和谐共生。

、

-

结合材料， 运用《逻辑与思维》知识， 说明北京雨燕保护是如何体现科学思维的。

O北京雨燕保护， 体现了科学思维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在实践中认识北京雨燕生存和繁衍的规律， 对
保护的总体效果作出合理推断， 并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更新保护理念、 改进保护措施；
＠运用矛盾分析法处理古建筑保护和北京雨燕保护的关系， 将两者统一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体现了
辩证思维方法；
＠多角度思考如何实现北京雨燕与古建筑的共生， 发掘北京雨燕的文化价值， 体现了创新思维能力。



单元前言：某部网络小说写道： “如果我有翅膀， 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在
生活和工作中， 与此类似的许多议论， 乍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 仔细想来却又疑窦丛生。 问题出在哪儿？怎样才
能把这样的问题说清楚、 道明白？这就少不了逻辑的帮助。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我们将知道如何明确概念、 准
确判断、 正确推理， 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合乎逻辑。

l 明确内涵

明确外延

遵
循
逻
辑
规
则

遵彻
逻
辑
思
维
要
求

第
二
单
元

气

正
确
运
用
判
断

简单判断 关系判断

类和
把握性质及
逻辑结构

复合判断 联言判断 假亩判断 选言判断

简单判断演
绎推硅庄方法

性质判断换质位

朵典型： 三段论推理

“刚性规范 ”

叩
精
准
推
理

复合判断演
绎推理方法

联言推理及方法广

选言推现及方法

假言推理及方法

（或然）
归纳推理

（或然）
类比推理

探求因果关系的方法

I
“

柔性规范
”

|
提次类比推理可靠性

综合探究： 把握逻辑规则纠正逻辑错误



人们常说， 概念是逻辑思维的细胞。 细胞出了毛病， 机体就会产生故障。 同样， 概念出了问题， 相关的思维
也就会不正确。 那么， 概念究竟是什么？为了让思维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如何才能准确地把握概念？通过本
课的学习， 我们将知道概念具有怎样的逻辑特征， 如何才能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掌握明确概念的具体方法。

准确把握概念
✓ 第—框概念的概述

✓ 第二框明确概念的方法

2. 1知道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理解任何概念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

钳识要点： 掌握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明确概念的方法， 准确把握概念；



是什么

定 义 1

巨础虹肘饬灌

全同关系

相容I/.,ti属种关系
有哪些 介关系吓l种属关系

外延
概念 H 外延尸叶间的k 1 交叉关系

l 关系 I \J 
..,I 关I 划 分 1 全异1矛盾 系

1遵循的逻辑规则11遵循的逻辑规则1
1 关系 1 勹反对关系



【2023·山东淮坊高二统考期中】

2023年8月24日， 日本政府在反对声中正式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 核废

水是指核电站在正常运行中产生的废水， 不会直接接触核反应堆芯内的核燃料及核反应

物， 经处理后就可以通过管道安全排出。 核污水则是指直接接触核燃料中的放射性物质，

受到沾染而具有高度放射性， 其含有氯、 碳14、 钻60、 铝90、 石典129、 绝137等几十种辐

射性极高的放射性物质。 日本官方坚称， 经过对 “ 去辐射处理 ” 后的核污水进行了取样

检测， 显示其中氯的浓度已经 “ 达标 ” ，经过ALPS处理的核污染水已变成了 “ 核废水 ” ,

是安全的。

结合材料， 运用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知识， 揭穿日本
“

核污水经
＇

去辐射处理
＇

后变

核废水
”

的谎言。 (6分）



G)概念的内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是对事物
“

质
”

的规定性。 核污水是含高放

射性物质的水， 核废水是不直接接触高放射性物质的水， 二者本质不同， 内涵不同，

日本把
“

核污水
”

偷换为
“

核废水
”

， 完全是枉顾世界安全的荒谬行为。 (3分）

＠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本质属性的事物范围， 说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
”

有

哪些
“

， 运用划分方法明确外延时， 要遵循逻辑规则。 日方刻意将
“

放射性物质
”

的外延划分不全， 营造核污水中的高放射物质只有抓， 抓的浓度达标， 所以放射性

物质达标、 核污染水安全的假象， 以此蒙蔽国际社会。 (3分）



IKt 平同隅署 【注意】客观事物的概念不等于客观事物本身，它们之间是反秧与被及足抄勺关系。

概念是通过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的思维形式。
令本质属性：是一事物成为自身并使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规定，卫 0

含义 1性事物的性质和关系统称为属｛令非本质属性：某事物具有，其它事物也可具有的属性。
例如：眼睛、耳朵、四肢等这样的属性➔人与动物都具有的属性

点特
概
念

表达

概念是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的。
概念只有通过语词（词和短语统称）才能表达出来， 但并非一个语词在任

何场合一定表达同一个概念。 如果不作区分， 就容易引起概念混淆。 （并
非一一对应）
＠不同的语词可以表达同一个概念。 （多词一义）

＠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一词多义

＠）任何概念都必须用语词表达， 但并非每一个语词都表达概，

飞迭｀
飞－ 酗谥甘屈凶

芦 I任何概念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



IK1平同间暑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
任何概念都是内涵和外延的统一。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可能固定不变。 P24相关链接+P29

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 它反映事物
“

质
”

的规定性， 说

内涵与 明概念所反映的那种事物究竟
”

是什勾
”

。

外延 外延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事物的范围。 它说明概念所反映的

那种事物
”

伤哪些
“

。

概念 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外延

商品 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如商场待售的手机、 电脑、 饮料、 服装、 书籍等

学校
有计划、 有组织地进行

如大学、 高中、 小学、 幼儿园、 职业培训学校等
素质教育的机构

语言
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

如汉语、 英语、 俄语、 韩语等
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



I
II

飞K1 寻'P1k 署
二、概念的基本特征

概念之间1划分依据
1

的外延关

两个概念在所指范围上是否具有相同部分

系：相容关
系和不相
容关系

1 分类

【辨识判断】

相容关系 1不相容关系（或全异关系）

． ．一).L � 

依据所指范 1
全同大允 矛盾关系

围相同部分 1 属种关系或种属关系
的多少 1 交叉关系 反对关系

l．珠穆朗玛峰和世界最高峰
3．学校与大学

全同关系

属种关系

全异关系

反对关系

2.松 种属关系

交叉关系

矛盾关系

全异关系

学生与运动员
5．动物与植物

级与非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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