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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第一章导论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了解逻辑学的重要性和发展简史；掌握逻辑学研究的任务、推理分类和基本术语。

思政目标：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建立文化自信。 

重点：理解逻辑学的学科任务与方法。 

难点：理解掌握逻辑有效性概念。 

教学内容： 

1.传达文件精神，明确学习目标 

1.1《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7.9,国务院办公厅) 

培养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具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学会学习、语言

表达和文字写作的素养，养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要注重培养支撑终身发展、适

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 

1.2《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2018.1,教育部) 

基础教育各学科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对中小学教师的核心素养和知识结构提出

了新的要求。 

1.3 思维品质 

深刻性、灵活性、独创性、批判性、敏捷性、系统性 

2.逻辑简史：三大逻辑起源，古希腊、古代中国、古印度 

3.推理的分类：演绎、归纳、类比 

4.语言、思维和逻辑的关系 

5.逻辑学的基本术语 

教学手段与方法： 

讲授法。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1. 线上查阅教学大纲，了解课程内容和教学计划。 

2. 了解一位逻辑学家的故事；完成素质模块线上小测。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5. 《逻辑学是什么》，陈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牛津通识读本：简明逻辑学》，格雷厄姆　普里斯特 (Priest G.)著，史正永、

韩守利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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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2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素质模块 1：思维规律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2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思维三大规律。 

思政目标：通过“莫须有”的历史事件以及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观

点领会立论有据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的论证和思辩观念。 

重点：掌握思维规律内涵，识别违反规律的情况。 

难点：运用思维三大规律解决具体问题。 

教学内容：  

1.同一律 

1.1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都必须与自身保持同一。 

1.2 是 A；A→A 。同一律保证思维与自身的同一性。 

1.3 一律的逻辑错误：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概念自身的同一，否则会犯混淆概念、偷换概念错误。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论题自身的同一，否则会犯转移论题、偷换论题错误。

偷换概念： 

 

2.矛盾律 

2.1 含义：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   

2.2 表达式：不可能 A 并且非 A ；﹁（A∧﹁A）。矛盾律保证思想的前后一致、不自

相矛盾 。 

2.3 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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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矛盾律的应用 

 

3.排中律 

3.1 含义：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及其否定不能同假，其中必有一真。    

3.2 表达式：或者 A 或者非 A；A∨﹁ A。排中律保证思想的明确性，对于两种互相矛

盾的思想排除中间立场。 

3.3 逻辑错误： 

 

3.4排中律的应用 

逻辑思维规律的适用条件：逻辑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是同一思维过程，即在同一时间、

同一关系下针对同一对象的思维活动。 

4.充足理由律 

含义：任何断定都必须有（充足）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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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充足理由律的要求 

（1）给出的理由必须真实； 

（2）从给出的理由必须能够推出所要论证的论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谁主

张谁举证） 

 

教学手段与方法： 

1.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 

2.翻转课堂，创设情景，一题多解，学生讲解，老师点评，检查学生学习情况。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学习微课：《矛盾律》《排中律》，完成课后小测。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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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3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1 

命题逻辑---命题逻辑性质、种类和符号表达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3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复合命题不同的种类，掌握联言、选言、假言命题和负命题及其符号表达。

思政目标：引入中国传统谚语和古文词句介绍不同的命题种类，弘扬传统文化。

重点：命题种类的区分标志。 

难点：符合形式语法的表达。 

教学内容 ： 

1.命题的逻辑性质：如果一个命题所反映的对象情况与对象本身的情况一致，则该命

题是真命题；否则是假命题。一个命题不是肯定的就是否定的。 

2.命题的分类：简单命题与复合命题 

3.复合命题的分类：联言命题；选言命题：相容 / 不相容；假言命题：充分 / 必要 / 

充分必要；负命题 

3.1 联言命题:反映几种事物情况都为真的复合命题。 

例子：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3.2 选言命题:反映几种事物情况中至少有一种为真的复合命题。 

例子：或为玉碎，或为瓦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结构：选言支 + 联结词 + 选言支 

3.3 假言命题:反映某一事物情况是另一事物情况的条件的复合命题。 

例子：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 

 

3.4 负命题:否定某一个命题而形成的命题。 

符号表达：¬p。用符号¬（非）表示负命题的联结词。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讲解法。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完成线上命题逻辑测试卷一。 

构造不同类型的命题，上传学习平台。并在网上评价 5份其他同学的作业。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学是什么》，陈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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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4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1命题逻辑有效形式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4周星期四第 1～2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和应用联言推理、选言推理、假言推理的有效形式及符号表达。 

思政目标：了解规则，按规则行事。 

重点：各类复合命题推理的有效形式。 

难点：区分有效和无效形式的理由。 

教学内容 ： 

1 联言推理有效形式： 

 

2 选言推理可分为相容选言推理和不相容选言推理： 

2.1 相容选言推理有效形式： 

 

2.2 不相容选言推理有效形式：  

   



 - 8 -

3 假言推理有效形式： 

 

3.1 假言直言推理： 

  

  

3.2 纯假言推理  

假言联锁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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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言易位推理：  

 

 

3.3 二难推理：  

  

【假言联言推演】                                           【归谬推理】 

         

教学手段与方法： 

1.课堂讲授：案例分析方法，介绍复合命题推理有效形式； 

2.讲练结合，让学生举一反三。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构造不同类型的推理，上传学习平台；并在网上评价 5份其他同学的作业。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学是什么》，陈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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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5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1命题逻辑——重言式判定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5周星期四第 1～2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理解通过重言式判定来判断任意命题逻辑推理形式有效的思想；掌握真值表法判

别法和归谬赋值判别法。 

思政目标：理解逻辑学建立普遍有效解决方案的思想以及化繁为简的逻辑智慧。

重点：掌握重言式两种判别方法。 

难点：理解归谬赋值法的原理以及赋值的多种可能性。 

教学内容： 

1.重言式的判定的意义和作用 

2.真值表法：找出公式中所有不同的命题变项，并竖行列出它们之间所有可能的真假

组合。 

按照公式的生成次序，由简单到复杂横行列出该公式的所有子公式，直至该公式

本身。 

按照真值联结词的真值表，由命题变项的真值逐步计算出各个子公式的真值，最

后算出该公式本身的真值。 

【案例】 

 

3.归谬法 

如果某一公式 A 是一个重言式，那么，无论给 A 中的变项指派什么样的真值，根

据 A的形式结构以及其中联结词所表示的真值运算，A必定且只能取值为真。 

因此，若假设 A 为假，在此基础上如能导出矛盾，则说明该假设不可能成立，因

此 A必为重言式。 

3.1 归谬法的步骤： 

假设该公式为假。 

从假设出发，根据真值联结词的真值表，依次对公式中的各部分公式赋以相应的

真值，直到所有的变项都被赋以确定的真值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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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所有变项的真值，若其中至少有一个变项既真又假，即出现了逻辑矛盾 ，则

假设不成立，该公式为真，是重言式；若没有导致逻辑矛盾，则假设成立，该公式不

是重言式。 
【案例】 

 

教学手段与方法： 

线上自主学习。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微课《重言式判定》；学有余力者在线学习《重言式判定制之解析

树（上下）》。  

用 A4 纸制作，将 7种主要的真值表整合成一张大表。 

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学是什么》，陈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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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6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习题课 

授课类型 习题课 

授课时间
第6周星期四第3～

5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专设单元习题课，突破学生课听懂了，习题不会做的困境。 

思政目标：通过老师的全程板书讲解，示范师者的敬业精神。 

重点：掌握习题的解题思路与解题规范。 

难点：进行针对性解惑。 

教学内容： 

  

 

 

 

 

 

 

 

 

 

 

 

 

利用翻转课堂，师生互动完成命题逻辑部分线下课后练习题的讲解。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后习题全部演示讲解，针对解答疑问；学生堂上订正，查缺补漏。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查看习题课视频自主补缺补漏，订正作业；完成线上命题逻辑测试卷二。 

思考：命题逻辑的困难。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线上平台的习题讲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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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7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2词项逻辑---词项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7周星期四第 1～2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学习词项与语词的关系，掌握词项的各种类型，理解词项外延间的关系;掌握欧拉

图、文恩图判断词项外延间的关系的方法以及它们的优缺点。 

思政目标：了解欧拉的生平，感悟逻辑学家智慧。 

重点：理解词项外延概念，欧拉图、文恩图表达概念外延关系的方法。 

难点：地理概念和词项外延概念的区别：如香港和中国，是两个外延全异概念。

教学内容： 

1.词项的指称（外延） 

词项指称对象，非词项语词不指称对象。 

2.词项分类 

2.1 名称和摹状词 

2.2 空词项、单独词项和普遍词项 

2.3 集合词项和非集合词项 

3.欧拉图 

欧拉图给出两个词项外延之间的五种关系 

3.1 全同关系 (identical) 

3.2 真包含于关系 (properly included in) 

3.3 真包含关系 (properly include) 

3.4 交叉关系 (overlap) 

3.5 全异关系 (excluded from) 

矛盾关系(excluded from) 

反对关系(partially excluded from) 

注意：    

 A、以上讨论的外延关系是两个词项的关系，对于多个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采

取归结为两个词项外延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处理。 

B、预设：词项非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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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恩图（解决欧拉图不能解决的问题） 

3.1 全同关系 (identical)          3.2 真包含于关系 (properly included in) 

                          

3.3 真包含关系 (properly include)         3.4 交叉关系 (overlap) 

                         

3.5 全异关系 (excluded from)                3.6 矛盾关系 

                            

3.7 反对关系                                   3.8 相容关系 

                             

 

教学手段与方法： 

    线上自主学习。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完成线上词项逻辑测试卷一 

线上自主学习 《词项分类》和词项外延的表达方式。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 15 -

逻辑学课程教案 8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2 词项逻辑——直言命题、对当方阵

与命题变形推理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8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直言命题的结构和特点；掌握运用对当方阵推理和命题变形推理。 

思政目标： 

重点：对当方阵推理和命题变形推理。 

难点：周延性概念。 

教学内容： 

1.直言命题： 

1.1 结构与类型 

1.2 周延性：在直言命题中，如果断定了一个词项的全部外延，那么就称该词项是周延

的；否则，就是不周延的。 

1.3 直言命题的真值：由其主谓项外延间的关系来决定。 

       

2.对当方阵 

2.1 对当关系 

两个直言命题是对当的，如果它们的主项和谓项分别对应相同，但质或量不同，

四种真值关系：矛盾关系、等差关系、反对关系、下反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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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当关系推理 

依据直言命题间的对当关系进行的推理；对当关系推理的有效式有 16 种。 

 
3.命题变形推理 

3.1 换质推理 

将一个直言命题由肯定变为否定，或由否定变为肯定，并且将其谓项变成矛盾概

念，由此得到一个与原直言命题等值的直言命题，这就是换质法推理。 

3.2 换位推理 

1.调换主项和谓项位置，不改变命题的质。 

2.前提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 

3.3 换质位推理 

对一个直言命题先换质，再换位，由此得到一个与原直言命题等值的直言命题，

这就是换质位法推理。 

教学手段与方法： 

1.课堂讲授：基本方法； 

2.翻转课堂，让学生进行对当方阵推理。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 《三段论》自主学习词项的不同类型、三段论的标准结构。 

完成线下本章习题。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 17 -

逻辑学课程教案 9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2词项逻辑——三段论有效性判定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9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三段论有效性判定的规则判别法和文恩图判别法。比较文恩图法和规则判别法的

特点。 

思政目标：图形推理与命题符号推理表达方式不同，拓宽表达与推理的形式。链

接中国古代经典：勾股定理。 

重点：三段论有效性判定的规则判别法和文恩图判别法。 

难点：文恩图判别法词项外延非空的预设。 

教学内容： 

1 文恩图判别法 

文恩图能比较形象地表示出词项的外延关系，三段论的有效性可通过文恩图判别。  

5
6

3

4

1 2

7

5
6

3

4

1 2

7

 

1.1 集合表达 

SAP为真，当且仅当SP，即SP=

 
SEP 为真，当且仅当 SP= 

 
SIP 为真，当且仅当 SP 

 
SOP 为真，当且仅当 S□P，即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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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题】 

 
2.规则判别法 

规则 1：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 

规则 2：前提中不周延的项，结论中也不周延。 

规则 3：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么前提是肯定的。 

规则 4：结论是否定的，前提必有且仅有一个是否定的。 
【例题】 

 

2.3 三段论有效式 

四个格各有 6 个有效式，总共 24 个有效式： 

第一格 AAA、EAE、AAI*、AII、EAO*、EIO 

第二格 AEE、EAE、AEO*、AOO、EAO*、EIO 

第三格 AAI*、AII、IAI、EAO*、EIO、OAO 

第四格 AEE、AAI*、IAI、AEO*、EAO*、EIO 

“*”号的形式，只有在词项非空的预设下才是有效的。 
 

教学手段与方法： 

翻转课堂，让学生进行三段论有效性判定，老师进行点评。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 《三段论有效性判定》完成线下本章习题。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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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0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技术模块 2词项逻辑——三段论有效性证明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0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学习证明的原理和方法。 

思政目标：学习定理证明方法，领会立论有据的含义。 

重点：有效三段论的两个性质的证明。 

难点：定理证明的依据和思路。 

教学内容： 

1.有效三段论的两个性质 

1.1 证明 

性质 1：有效三段论两个前提不能都是特称的。 

思路：只需证明，如果三段论的两个前提都是特称的，那么它是无效的。 

性质 2：有效三段论如果有一个前提是特称命题，那么结论也是特称命题。 

思路：只需证明，有效三段论如果结论是全称的，那么两个前提都是全称的。 

  

1.3 注意： 

 

教学手段与方法： 

    翻转课堂，让学生进行三段论有效性证明，老师进行点评。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 《三段论有效性证明》；完成线下本章习题。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4.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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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1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习题课 

授课类型 习题课 

授课时间 第 11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专设单元习题课，突破学生课听懂了，习题不会做的困境。 

思政目标：通过老师的全程板书讲解，示范师者的敬业精神。 

重点：掌握习题的解题思路与解题规范。 

难点：进行针对性解惑。 

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 

利用翻转课堂，师生互动完成命题逻辑部分线下课后练习题的讲解。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后习题全部演示讲解，针对解答疑问；学生堂上订正，查缺补漏。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查看习题课视频自主补缺补漏，订正作业；完成线上命题逻辑测试卷二。 

思考：命题逻辑的困难。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线上平台的习题讲解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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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2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素质模块 2：现代逻辑初步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2 周星期四第 3-5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了解现代逻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 

思政目标：体会逻辑智慧之美，理解创新的方式，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等。 

重点：了解现代逻辑的前沿问题和发展动态，善于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 

难点： 现代逻辑“空位”思想 

教学内容： 

1.1 谓词逻辑的创立 

谓词逻辑开山人： [德]弗雷格《概念文字》 

现代逻辑诞生标志：[英]怀特海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   

1.2 引入两个语言成分：全称量词,类似词项逻辑中的全称量项;个体变元，如 x，类

似代数中的变量。 

在全称命题中两个带有空位的单称命题用联结词“如果…，那么…”联结。 

在特称命题中两个带有空位的单称命题用联结词“…并且…”联结。 

词项逻辑把单称命题视作全称命题，谓词逻辑分析结果表明全称命题的结构完全不

同于单称命题 

SAP x (S(x)→P(x)) 

SEP x (S(x)→P(x)) 

SIP x (S (x)P(x)) 

SOP x (S (x) P(x)) 

SaP P(a) 

SeP P(e) 

2 谓词语言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讲授法。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陈波教授在线资源《谓词逻辑》模块。 

网络了解现代逻辑学之父，思考他的创新性体现在哪里？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从三段论到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熊明著，科学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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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3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创新模块：归纳逻辑与科学发现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3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归纳逻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归纳逻辑的方法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了解归

纳逻辑的前沿问题和发展动态，善于发现和提出新的问题。 

思政目标：归纳推理产生与科学发现的关系，了解古典归纳逻辑诞生的历史背景，

追求科学精神的特点。 

重点：穆勒五法 

难点：归纳推理有效性与演绎推理有效性的区别。 

教学内容：  

1．归纳推理有效性与演绎推理有效性的区别。 

2.归纳推理的种类 

 

3 科学归纳法（穆勒五法）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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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4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创新模块：类比推理与科学发现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4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了解类比推理的种类与方法，以及科学发现与类比推理的关系和典型案例。 

思政目标：科学发现需要逻辑工具，理解逻辑学对科学发现的贡献，增强学科认

同感和使命感。 

重点： 

难点： 

教学内容：  

1 类比推理的种类： 

 

2.类比的作用：科学发现；技术创新 

例：DNA 结构的发现、奥运珠峰火种灯暖手炉、蜂窝煤炉的灵感、图灵机、AI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讲授法，案例教学。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 

完成本章线下作业。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逻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逻辑学》胡泽洪等，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逻辑要义》（第二版）欧文.M.柯匹，卡尔.科恩，丹尼尔.E.弗莱格著，胡泽洪、

赵艺等译，北京联合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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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5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创新模块：思维导图 

创新思维方法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5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运用用思维导图、石川图、六顶思考帽进行分析解决问题，能够运用和田 12 法进

行创新。 

思政目标：树立每人都有创新潜力的观念，掌握创新的一些方法。 

重点：思维导图使用和和田 12 法的运用。 

难点：形成创新习惯。 

教学内容： 

 1.每个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质 

 

 

 

 

 

 

 

 

2. 石川图、和田 12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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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顶思考帽 

 

4. 思维导图 

 
教学手段与方法： 

线上自主学习。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 

学习制作思维导图。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创新思维与方法》 周苏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年。砺儒平台在线资源，以及

科学技术史、艺术史、哲学史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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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6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应用模块：论证理论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6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了解论辩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前沿理论——语用论辩理论，掌握各种论证类型。 

思政目标：培养立论有据的学科素养。 

重点：论证类型与评价论证的方法。 

难点：不同类型论证的批判性问题。 

教学内容：  

1.前沿理论：语用论辩理论 

语用论辩理论是一个考虑语境、动态的、多主体性的论辩理论。 

 
2．论辩模型 

对峙阶段（Confrontation Stage）；开始阶段（Opening Stage）；论辩阶段

（Argumentation Stage）；结论阶段（Concluding Stage） 

3.论辩性话语中的未表达要素（Unexpressed Factors） 

4.论辩性话语中的交流规则;真诚规则;有效规则;相干规则 

5.论辩的结构:简单论证;复杂论辩 

复杂论辩的分类:多重论辩;并列论辩;从属论辩 

6.论辩评价  

6.1 评价标准：论证的可靠性;陈述的可接受性; 

三种论证关系:征兆关系型论证;类比关系型论证;因果关系型论证 

教学手段与方法： 

翻转课堂进行案例论证分析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 

线上完成 GRE 的论证分析题。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论证分析与评价》范爱默伦著，熊明辉、赵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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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7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应用模块：论证与谬误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7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语用论辩理论的谬误定义与分类方法，辨别不同类型的谬误。 

思政目标：培养立论有据的学科素养。 

重点：谬误类型。 

难点：在具体例子中识别不同的谬误。 

教学内容：  

谬误：论辩规则有 10 条论辩规则，在论辩中违反这些规则，称谬误。 

1.自由规则：论辩双方不得阻止对方提出自己的立场或对本方立场提出怀疑 

棍棒谬误：试图约束对方自由提出立场或批评的威胁,称为棍棒谬误，又称诉诸武

力论证。 

诉诸怜悯谬误：给对方施加压力的另一个有效方法是操纵他的情感，即论辩中所

说的煽情。 

人身攻击谬误：直接人身攻击谬误；间接人身攻击；“你也是”人身攻击谬误。

2.举证责任规则：提出立场的一方要应要求为其立场辩护 

转移举证责任谬误：把举证责任转移到批评立场的人身上。 

逃避举证责任谬误：当某人把立场当作不证自明的东西来提出时，他就犯了逃避

举证责任谬误，使论辩对方难以表露对立场的怀疑。 

3.立场规则：论辩一方反驳的立场必须与论辩另一方提出的立场有关 

稻草人谬误：两种表现形式：曲解对方的立场；假想一个立场给对方。 

4.相干规则：只有提出与立场相关的论辩，其立场才得到辩护 

不相干结论谬误：论证与立场似乎相关，但实际上论据并不支持该立场。 

情感谬误：在群情激烈的公共讨论中盛行。谁能成功地操纵听众的感情，谁就拥

有立场被接受的最佳机会。 

滥用权威论证谬误：某人声称自己具有专业知识，但实际上他并不拥有这种知识，

或者他的专业知识与当前的问题无关。这犯了滥用权威谬误 。  

5.表达前提规则：论辩一方不得错误地把论辩另一方未表达的东西当作前提提出，或

者，否定论辩另一方隐含的前提 

“否认未表达前提”谬误：通过夸大未表达前提，使该立场易遭受抨击，称为“夸

大未表达前提”谬误。 

6.出发点规则：双方要从公认的出发点出发，把公认的出发点当作论辩的前提 

多重问题谬误 

循环论证谬误 / 乞题 / 以假定为据把与立场相同或相似的陈述作为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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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论证图式规则：如果辩护不借助适当的论证图式，那么立场就不能被认为得到了决

定性的辩护. 

公众谬误：公众的意见被用于支持立场。 

错误类比谬误：用来比较的两个事件必须确实具有可比性。 

轻率概括谬误：以极少的观察证据为基础进行概括。 

以先后定因果谬误：只以事件的先后时间顺序确定因果关系。 

滑坡谬误：在没有证据证明会导致一个必然后果的情况下，错误地认为，采取某

一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使情况变得更坏。  

8.有效性规则：论辩的推理必须是逻辑上有效的 

合成谬误（合举）不正确地把部分的属性当作整体的属性。 

分解谬误（分举）不正确地把整体的属性当作部分的属性。 

9.结束规则：失败的辩护必然导致主方收回立场，而成功的立场辩护必然导致客方收

回质疑 

拒绝收回没/已成功辩护立场的谬误。 

诉诸无知谬误：以无知为论据而引起的谬误。 

10.用法规则：论辩双方不得使用不清楚或含糊的表达方式，而且，必须尽可能小心和

正确地理解另一方的表达方式 

表达含混谬误：含混与语词多义性有关。 

问题含混。 

指称含混。 

教学手段与方法： 

    线上自主学习。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线上自主学习该模块教学资源。 

线上完成演讲论证分析，并进行朋辈互评。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论证分析与评价》范爱默伦著，熊明辉、赵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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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课程教案 18 

授课题目（教学章节或主题）： 

应用模块： 

学生科研项目论证指导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第 18 周星期四第

1-2 节 

教学目标或要求： 

掌握和运用论证理论，提升课外科研论证能力。 

思政目标：培养立论有据的学科素养。 

重点：学生科研写作。 

难点：针对性指导 

教学内容（包括基本内容、重点、难点）：  

   结合具体的科研项目书讲解、分析科研项目的书的写作与格式要求，邀请科研项目

负责人介绍经验，开展课堂交流。 

教学手段与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法。 

思考题、讨论题、作业： 

自主复习，查缺补漏，准备期末考试。 

参考资料（含参考书、文献等）： 

    优秀研究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