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入新课

   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晚饭后，母亲和女儿一块儿洗碗

盘，父亲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突盘，父亲和儿子在客厅看电视。突

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然，厨房里传来打破盘子的响声，

然后一片沉寂。儿子望着他父亲说然后一片沉寂。儿子望着他父亲说

道道:“:“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一定是妈妈打破的。”“”“你怎你怎

么知道么知道?”“?”“她没有骂人。她没有骂人。””同学们同学们

怎么评价儿子的推断怎么评价儿子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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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整体结构

学习活动一



     速读三个学习活动的内容，分析三个学习活动的整体结构以及

各任务间的逻辑关系。

     1.1.分析本单元的整体结构。分析本单元的整体结构。

        (1)(1)发现潜藏的逻辑谬误发现潜藏的逻辑谬误

        (2)(2)运用有效的推理形式运用有效的推理形式

        (3)(3)采用合理的论证方法采用合理的论证方法

        2.2.寻找单元各任务间的逻辑关系。本单元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寻找单元各任务间的逻辑关系。本单元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

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

        

学习任务一



    参考答案：

    先来关注三个动词：发现先来关注三个动词：发现----运用一采用。从这三个动词来看，运用一采用。从这三个动词来看，

这是一个认识上由浅入深的过程。这是一个认识上由浅入深的过程。      

        再来观察三个名词性词组再来观察三个名词性词组::逻辑谬误逻辑谬误----推理形式推理形式----论证方法。论证方法。

        学习过程中对学习过程中对““逻辑谬误逻辑谬误””的辨识是基础，通过辨识逻辑谬误，的辨识是基础，通过辨识逻辑谬误，

掌握基本的逻辑知识与方法掌握基本的逻辑知识与方法;“;“推理形式推理形式””是逻辑的框架或者模式，是逻辑的框架或者模式，

相较于前者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与总结相较于前者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概括与总结;;而而““论证方法论证方法

””意味着我们带着目的进行论证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在这一阶段，意味着我们带着目的进行论证的时候所采用的方法，在这一阶段，

更强调多种推理过程的综合运用，这是知行合一的一段历程。更强调多种推理过程的综合运用，这是知行合一的一段历程。



    参考答案：

    综上所述，我们观察到以上三个环节之间体现的是从现象到本综上所述，我们观察到以上三个环节之间体现的是从现象到本

质，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关系，是符合我们的认知规律的。初步认质，从理论到实践的逻辑关系，是符合我们的认知规律的。初步认

识逻辑的基本要求，接着是在认识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掌握基本的推识逻辑的基本要求，接着是在认识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掌握基本的推

理形式，最后是在认识逻辑规律、掌握推理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掌理形式，最后是在认识逻辑规律、掌握推理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掌

握论证的要求和方法。握论证的要求和方法。



常见的逻辑错误

学习活动二



     请同学们梳理公认

的逻辑基本规律，以及

违反这些规律容易犯的

逻辑错误。     

        

学习任务二



    一、同一律同一律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身必须是同一的，即每一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与其自身必须是同一的，即每一

个概念或判断都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性，具有确定性。（事物只能是个概念或判断都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性，具有确定性。（事物只能是

其本身）其本身）

        

学习任务二



    典例典例

        一列火车进站了。有个小伙子抢先上了火车，一看，座无虚席。

他就厚着脸皮硬往一位老大爷身边挤座儿。老大爷不高兴了，说：

“小伙子，别硬坐了，座位已经满了。”小伙子嘻皮笑脸地说：“

老大爷，没办法，我买的就是‘硬座’票。”

        分析分析

        显然，小伙子说话时故意把显然，小伙子说话时故意把““硬座硬座””变换成变换成““硬坐硬坐””，这在逻，这在逻

辑上就叫辑上就叫偷换概念偷换概念。。

学习任务二



    典例典例

  有一天，某城市一家餐馆前挂了一个“明天吃饭不要钱”的牌子。第
二天刚开始营业，就顾客盈门。可顾客一吃完饭，老板就要钱。人
们问他：“牌子上不是写着‘明天吃饭不要钱’吗？”老板答道：“是啊，
明天不要钱，今天要钱。”第三天，第四天，老板照收不误。
        分析分析

        显然，老板为了吸引顾客，故意显然，老板为了吸引顾客，故意混淆概念混淆概念招揽生意。招揽生意。““明天明天””

是有无数个的，也是未来的，当具体的明天到来那一刻它就是是有无数个的，也是未来的，当具体的明天到来那一刻它就是““今今

天天””了。因此具体的了。因此具体的““明天明天””是要写明日期的，否则就不能指明同是要写明日期的，否则就不能指明同

一概念下的一概念下的““明天明天””。。

学习任务二



        典例典例

        歌剧《刘三姐》中有一段精彩的对歌:

    对歌开始了。歌仙刘三姐向三个酸不溜秋的秀才提出一个问题

:“高高山上低低坡，三姐爱唱不平歌，再向秀才问一句，为何富

少穷人多?”

    陶秀才回答说:“穷人多者不少也。”

    李秀才补充说:“富人少者是不多。”

    罗秀才接上说:“不少非多多非少。”

    莫海仁听得不耐烦了，催促三个秀才说:“快快回答莫啰唆。

”

        分析分析

        刘三姐问的是刘三姐问的是““为什么富人少穷人多为什么富人少穷人多””，而这三位秀才回答的，而这三位秀才回答的

却是却是““什么叫富人少穷人多什么叫富人少穷人多””。答非所问，是逻辑中的。答非所问，是逻辑中的转移论题转移论题。。



        典例典例

“你怎么又迟到?“

                 “怎么老挑我毛病?”        

分析分析

        问话人发起的话题是问话人发起的话题是““迟到的原因迟到的原因””，答话人并未正面回答，，答话人并未正面回答，

反而发起了另反而发起了另--个话题个话题 “ “为什么老是挑毛病为什么老是挑毛病””。犯的是逻辑中的。犯的是逻辑中的偷偷

换论题换论题。。

如果两人就此开始讨论问话人是不是喜欢挑毛病、挑的是不是毛病、如果两人就此开始讨论问话人是不是喜欢挑毛病、挑的是不是毛病、

为什么要挑毛病等问题，答话人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为什么要挑毛病等问题，答话人的目的就基本达到了。



   2..总结违反同一律所犯的逻辑错误总结违反同一律所犯的逻辑错误

        (1)(1)混淆概念混淆概念::是是无意识地违反无意识地违反了同一律的要求，把不同的概念了同一律的要求，把不同的概念

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所犯的逻辑错误。（外延不同）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所犯的逻辑错误。（外延不同）

        (2)(2)偷换概念偷换概念::是是故意违反故意违反同一律的要求，把不同的概念当作同同一律的要求，把不同的概念当作同

一概念加以使用的逻辑错误。（概念替换）一概念加以使用的逻辑错误。（概念替换）

        (3)(3)转移论题转移论题::是指是指无意识地违反无意识地违反同一律的要求，使议论离开了同一律的要求，使议论离开了

论题所犯的逻辑错误。论题所犯的逻辑错误。

        (4)(4)偷换论题偷换论题::是是故意违反故意违反同一律要求，就是把讨论的焦点转移同一律要求，就是把讨论的焦点转移

到另一到另一--个话题，从而逃避质疑或攻击。个话题，从而逃避质疑或攻击。

学习任务二
都是违反
同一律



    二、不矛盾律不矛盾律

      

        ““不矛盾律不矛盾律””也称也称““矛盾律矛盾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

互相矛盾或反对的命题互相矛盾或反对的命题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能同真，必有一假。。  （必须否定一个）（必须否定一个）

违反违反““不矛盾律不矛盾律””主要分两种情况：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相矛盾，一种是不当一种是自相矛盾，一种是不当

预设。预设。      

学习任务二



    典例：

     (1)(1)金太阳期中联考后，语文老师碰到班长就问他：金太阳期中联考后，语文老师碰到班长就问他：““你这次你这次

考试及格了没有？考试及格了没有？””班长回答说班长回答说:“:“我基本上及格了。我基本上及格了。""

    分析：

   (1)班长所说的话中“基本上”和“及格”这两个概念是矛盾的。

“基本上”说明还未达到及格分数，就是不及格，两者是互相矛盾

的。

学习任务二



    典例：

   (2)(2)某学生问某学生问语文课代表，说语文课代表，说:“:“语文考卷明天能发下来吗语文考卷明天能发下来吗?”?”语语

文课代表回答说文课代表回答说:“:“说不定语文考卷明天一定能发下来。说不定语文考卷明天一定能发下来。”  ”      

    分析：

   (2)语文课代表答话中的“说不定”和后面的“一定”自相矛盾。

这两个例子都是在一个判断之中，概念间发生了矛盾，这在逻辑上

就是犯了一个判断内部自相矛盾的错误。

学习任务二



    典例：

   (3) (3)毛拉经常向人劝诫说毛拉经常向人劝诫说:“:“女人的话可千万不能听啊女人的话可千万不能听啊!”!”

        阿凡提听到毛拉的这句话，有一天就跑去问毛拉阿凡提听到毛拉的这句话，有一天就跑去问毛拉:“:“毛拉阁下，毛拉阁下，

女人的话能听不能听女人的话能听不能听?”?”

    “    “咳，女人的话可千万听不得咳，女人的话可千万听不得!”!”毛拉说。毛拉说。

        阿凡提又说阿凡提又说:“:“那就照你的话办吧。我家里有两只羊，我女人那就照你的话办吧。我家里有两只羊，我女人

说要送给你，我说不送。多谢你给我把这件事决断了。说要送给你，我说不送。多谢你给我把这件事决断了。””说着，他说着，他

转身就走。转身就走。

        毛拉一听这话，马上跑去拉着阿凡提说毛拉一听这话，马上跑去拉着阿凡提说:“:“不过，女人的话，不过，女人的话，

有时候也可以听哩有时候也可以听哩!”  !”       

学习任务二



    分析：

   (3)毛拉一会儿说，女人的话都不能听;一会儿又改口说，女人

的话有时候也可以听。这两个判断是矛盾关系，不能同真，必有一

假。毛拉为了想捞两只羊吃，就不惜自相矛盾，自打嘴巴。

学习任务二



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不当预设

俄狄浦斯问了一连串问题，克瑞翁都无法回答，因为他无论是答
“是”还是答“否”，都等于承认了篡夺王位的意图。不当预设
在生活很常见。

你(克瑞翁)这人，你来干什么?你的脸皮这样厚?你分明是想谋害
我，夺取我的王位，还有脸来我家吗?喂，当着众神，你说吧:你
是不是把我看成了懦夫和傻子，才打算这样干?你狡猾地向我爬过
来，你以为我不会发觉你的诡计，发觉了也不能提防吗?你的企图
岂不是太愚蠢吗?



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不当预设

在问题中隐藏着一个前提， 对方的回答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意
味着承认这个前提。 而这个前提很可能是虚假的。这种错误叫作
“不当预设”。

你(克瑞翁)这人，你来干什么?你的脸皮这样厚?你分明是想谋害
我，夺取我的王位，还有脸来我家吗?喂，当着众神，你说吧:你
是不是把我看成了懦夫和傻子，才打算这样干?你狡猾地向我爬过
来，你以为我不会发觉你的诡计，发觉了也不能提防吗?你的企图
岂不是太愚蠢吗?



    三、排中律排中律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不能都假，必有一真。不能都假，必有一真。

人们在进行思维和表达思想时，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应该肯人们在进行思维和表达思想时，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应该肯

定其中的一个，定其中的一个，既不能把两个都否定掉，也不能既不肯定，又不否既不能把两个都否定掉，也不能既不肯定，又不否

定。（必须肯定一个）定。（必须肯定一个）

        

学习任务二



    违反排中律产生的逻辑错误

    模棱两可。排中律要求人们做到:态度明朗，旗帜鲜明，赞成

什么，反对什么，要明确表态，不能吞吞吐吐，骑墙居中。

   

学习任务二



    典例

    唐朝有个名叫苏味道的人，他9岁就会写文章，后来和同乡李

峤齐名，人称“苏李”。苏味道文才虽好，但当官可当得不怎么样。

他12岁考中进士，先当吏部侍郎，后来武则天做了皇帝，拜他做宰

相。他做宰相的时候，只求保持个人的地位与安全。在处理事情时，

从不明确表态，总是说这样办也行，那样办也行，更没有什么创建

和改革。他还有一套为官之道，他说，处理事情不能作明确的决断。

因为如果发生了错误，就要负失职的责任，所以只要“模棱”以持

两端就行了。

    从此以后，就有人给苏味道起了个外号叫“苏模棱”，或“模

棱手”

学习任务二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706051002130010135

https://d.book118.com/706051002130010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