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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判断和推理

一、判断及其分类

1.判断的定义

（1）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

（2）例如：

1）会计工作既要求思维清晰，又要求没有贪念。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判断的特征

（1）有所断定。如果对对象既无所肯定，也无所否定，那不是判断。

（2）有真假。判断是对客观事物有所断定的一种思维类型，是对客观事物情况的反映，而不是客观事

物本身。因此，就存在是否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实际的问题。

二、推理及其分类

1.什么是推理？

推理就是根据一个或一些判断得出另一个判断的思维过程。

（1） 室内物体的颜色是白色的；

室外物体所以的颜色与室内一样；

所以，室外物体的颜色是白色的。

（2）只有获得律师资格证书才能当律师；

张三还没有获得律师资格证书；

所以，张三不能当律师。

2.推理的分类

（1）根据前提与结论中是否包含有“必然”、“可能”等模态词，将推理划分为模态判断推理和非模

态判断推理。然后根据前提到结论的思维进程的不同，将非模态推理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

1）演绎推理：由一般性前提到个别性结论。

2）归纳推理：由个别性前提到一般性结论。

3）类比推理：由个别性前提到个别性结论。

（2）根据结论性质的不同，分为必然性推理和或然性推理。

1）必然性推理：结论断定的范围没有超过前提断定的范围。包括演绎推理和完全归纳推理。必然性推

理当前提真且形式真则结论必然真。

2）或然性推理：结论断定的范围超过了前提断定的范围。包括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或然性推

理的结论不是必然真。

（3）根据前提所含判断是一个还是两个或以上，分为直接推理和间接推理。

1）直接推理：以一个判断为前提。

2）间接推理：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判断为前提。

模块二 负判断

一、负判断

1.（1）设原判为 P，则该判断的负判断为“并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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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1）并非（本届世界杯既节俭又成功）

2）并非（如果喝酒，那么不能开车）

3）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2.负判断的逻辑形式：并非 P。

（1）肢判断 P：这个 P 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判断。

（2）联结项：“并非”（逻辑上通常用符号“￢”表示。）

3.负判断常用联结词：

在日常语言中，“非……”、“……是假的”、“不是……”等，都是“并非”的意思。如：“并非 P”、

“并不 P”、“不是 P”、“非 P”、“P 是假的”等。

二、负判断的逻辑值

负判断“并非 P”与原判断“P”之间具有矛盾关系。

P ￢P

真 假

假 真

【例题】高一年级组举行围棋比赛，四位老师有如下预测：

甲：张帆不能夺冠。

乙：张帆能夺冠。

丙：潘江是第三名。

丁：冠军是宋玉。

如果四人的断定中只有一个断定为假，可推出以下哪个选项结论?（ ）

A.冠军是张帆。 B.甲的断定为假。

C.乙的断定为真。 D.潘江是第三名。

E.丁的断定为假。

【参考答案】D

模块三 联言判断及推理

一、联言判断

1.从结构上看，联言判断由联言肢加上联言联结项构成：

（1）联言肢（两个或两个以上），一般用符号 P、Q 表示；

（2）联结项，用逻辑符号“∧”（读作“并且”）表示。

一个二肢联言判断的逻辑形式为：

（1）语言表达式：P 并且 Q

（2）符号表达式：P∧Q（“P∧Q”读做 P 并且 Q）。

2.与“且”相似的表达

（1）P并且 Q （2）既 P 又 Q

（3）P而且 Q （4）P，而 Q

（5）P，却 Q （6）不但 P，而且 Q

（7）虽然 P，但是 Q



3 / 26

3.联言判断的逻辑值

联言判断 P∧Q 的真假值和肢判断 P、Q的真假值的关系，可以用如下真值表来表示：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联言判断的逻辑特征：几种情况同时为真（同时存在）。

二、联言推理

联言推理就是前提或结论为联言判断，并且依据联言判断的真假特征进行的推理。联言推理的推理形

式有分解式与合成式。

1.分解式的形式是：

P∧Q P∧Q 例如：革命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

所以，P。 所以，Q。 所以，革命不能输出。

2.合成式的形式是：

P 例如： 曹操是文学家

Q 曹操是军事家

所以，P∧Q。 所以，曹操是文学家和军事家。

【例题】王老师说：“丽丽考上了北京大学并且明明没有考上南京大学。”

如果王老师说的为真，则以下哪项不可能为真？

A.丽丽考上了北京大学。 B.明明没考上南京大学。

C.丽丽没考上了南京大学。 D.丽丽没考上南京大学且明明考上北京大学。

E.丽丽没考上北京大学且明明没有考上南京大学。

【参考答案】E

模块四 选言判断及推理

一、选言判断

1.什么是选言判断？

（1）选言判断就是断定几种事物情况至少有一种事物情况存在的判断。

（2）例如：1）张三或者是学生，或者是党员。

2）考生要么考专硕，要么考学硕。

2.从形式结构上看有两个部分：

（1）选言肢（两个或两个以上）。

（2）联结项（选言判断的逻辑联结项一般用“或者”、“要么”等表示）。

根据选言联结项的不同，选言判断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相容选言判断；不相容选言判断。

3.选言判断的分类

（1）相容选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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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容选言判断就是断定几种事物情况至少有一种存在，并且允许多种情况同时存在的判断。逻辑形

式：p或 q，记为∨。

2）例如：①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

②学习成绩不好，可能是学习方法不对，也可能是学习不认真。

3）常用联结词有：

P和 Q至少有一个； B.或者 P，或者 Q；

可能 P，可能 Q； D.也许 P，也许 Q；

不是 P，就是 Q。

（2）不相容选言判断

1）不相容选言判断就是断定几种事物情况中有一种且只有一种事物情况存在的判断。逻辑形式：要么

p，要么 q，记为 p∨q。

2）例如：A.中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

B.张三要么是南方人，要么是北方人。

3）常用联结词有：

要么 P，要么 Q； 或者 P，

或者 Q，二者必居其一； 或者 P，或者 Q，二者不可得兼。

4.选言判断的逻辑值

（1）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值可以用如下真值表表示：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特征：至少有一个为真，也可以同时为真。

（2）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值可以用如下真值表表示：

P Q
要么 P 要么

Q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特征：必须有也只能有一个为真。

二、选言推理

1.选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是选言判断，依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例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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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要么是运动的，要么是静止的；

恒星是运动的；

所以，恒星不是静止的。

3.根据推理前提中选言判断的种类不同，可以把选言推理分为两类：相容选言推理和不相容选言推理。

（1）相容选言推理

1）相容选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相容选言判断，依据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例如： 中国或者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

中国不是发达国家；

所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3）相容选言判断断定选言支中至少有一真，也可以都真。因此一个两支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是：

①第一，否定一部分选言支，就要肯定另一部分选言支。

②第二，肯定一部分选言支，不能否定另一部分选言支。

4）根据这些规则，相容选言推理有一个有效式：否定肯定式，有一个无效式，肯定否定式。

①否定肯定式（有效式）：

P∨Q 例如：或者有房，或者有车；

￢P 没房；

所以，Q。 所以，有车。

②肯定否定式（无效式）：

P∨Q 例如：或者有房，或者有车；

P 有房；

所以，Q？ 所以，有车？

（2）不相容选言推理

1）不相容选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依据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2）例如：

中国要么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么是发达国家；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中国不是发达国家。

3）不相容选言判断定选言支中有一真并且只有一真。因此不相容选言推理的规则是：

①第一，否定一个选言支，肯定另一个选言支。

②第二，肯定一个选言支，否定另一个选言支。

4）根据这些规则，对于不相容选言推理来说，否定肯定式和肯定否定式都是有效式。

①否定肯定式：（有效式）

要么 P，要么 Q， 例：要么改革开放，要么闭关锁国；

非 P 不能闭关锁国；

所以，Q。 所以，要改革开放。

②肯定否定式：（有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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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 P，要么 Q， 例：要么是英语，要么是日语；

P 是英语；

所以，非 Q。 所以，不是日语。

三、德摩根定律

¬（P∧Q）=¬P∨¬Q

¬（P∨Q）=¬P∧¬Q

【例题 1】若“王老师在学校负责教学工作或负责行政工作”为真，则以下判断为真的是（ ）。

A.王老师负责教学工作，但不负责行政工作。 B.王老师不负责教学工作，但负责行政工作。

C.王老师负责教学工作，也负责行政工作。 D.王老师既不负责教学工作，也不负责行政工作。

E.王老师教学工作、行政工作至少负责一个。

【参考答案】E

【例题 2】“明天是周末，我或者去爬山，或者去跑步”这一判断是：

A. 联言判断 B.假言判断 C.负判断

B. D.相容选言判断 E.不相容选言判断

【参考答案】D

模块五 假言判断及推理

一、假言判断

1.什么是假言判断？

（1）假言判断，又称条件判断，是指断定某一事物情况的存在是另一事物情况存在的条件的判断。

（2）例如：1）如果喝酒，那么不开车。

2）只有年满 18 周岁，才有选举权。

3）当且仅当一个三角形等角，它才等边。

2.假言判断的结构

从逻辑结构上看由两部分构成：

（1）假言肢。有两个：一个作为条件的称为“前件”；一个作为结果的称为“后件”。

（2）联结项。常见三种形式：“如果……那么……”；“只有……才……”；“……当且仅当……”。

3.条件关系的分类

（1）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指 P、Q 这两种情况，有 P 就会有 Q。

（2）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指 P、Q 这两种情况，没有 P就不会有 Q。

（3）充分必要条件：充分必要条件是指 P、Q 这两种情况，有 P 就会有 Q，并且没有 P 就不会有 Q。

4.假言判断的分类

（1）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之间存在充分条件关系的判断。充分条件假言判断逻辑形式：

P→Q（“→”读“如果…那么”）

（2）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之间存在必要条件关系的判断。必要条件假言判断逻辑形式：

￢P→￢Q。

（3）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之间存在充分必要条件关系的判断。充分必要条件假言

判断逻辑形式：P 当且仅当 Q。（如果而且只有……才，如果……那么……并且只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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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假言判断的逻辑值

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值可用下面的真值表图示：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例题 1】在中国，只有富士山连锁经营日式快餐。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以下哪项不可能为真？

Ⅰ.苏州的富士山连锁不经营日式快餐。

Ⅱ.杭州的樱花连锁店经营日式快餐。

Ⅲ.温州的富士山连锁经营韩式快餐。

A.只有Ⅰ B.只有Ⅱ C.只有Ⅲ

D.只有Ⅰ和Ⅱ E.只有Ⅰ、Ⅱ和Ⅲ。

【参考答案】B

【例题 2】李明、王兵、马云三位股民对股票 A和股票 B分别做了如下预测：

李明：只有股票 A 不上涨，股票 B才不上涨。

王兵：股票 A 和股票 B 至少有一个不上涨。

马云：股票 A 上涨当且仅当股票 B上涨。

若三人的预测都为真，则一下哪项符合他们的预测？

A.股票 A 上涨，股票 B 不上涨。 B.股票 A 不上涨，股票 B上涨。

C.股票 A 和股票 B 均上涨。 D.股票 A 和股票 B 均不上涨。

E.只有股票 A 上涨，股票 B 才不上涨。

【参考答案】D

二、假言推理

1.含义

（1）假言推理就是以一个假言判断做大前提，一个简单判断做小前提。由于假言判断有三种不同的类

型，所以，假言推理分为：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充要条件假言推理。

（2）例如：

如果喝酒，那么不允许开车。

小高喝酒了。

所以，不允许小高开车。

2.分类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1）推理规则：

①第一，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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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第二，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否定前件，不能否定后件。

A.肯定前件式（有效式）

P→Q 例：如果电闸 1接通，那么灯亮。

P 电闸 1 接通。

所以，Q 所以，灯亮。

B.否定后件式（有效式）

P→Q 例：如果电闸 1接通，那么灯亮。

￢Q 灯没亮。

所以，￢P 所以，电闸 1没接通。

C.否定前件式（无效式）

P→Q 例：如果电闸 1接通，那么灯亮。

￢P 电闸 1 没接通。

所以，？？ 所以，？？

D.肯定后件式（无效式）

P→Q 例：如果电闸 1接通，那么灯亮。

Q 灯亮。

所以，？？ 所以，？？

③第三，连锁推理。

2）假言连锁推理又称纯假言推理，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假言命题作前提，推出一个假言命题的结

论。

如果 P，那么 Q；

如果 Q，那么 R。

所以，如果 P，那么 R。

（2）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1）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之间的关系

2）例题 1：如果喝酒，那么不开车。

只有不开车，才喝酒。

例题 2：只有年满 18 周岁，才有选举权。

如果有选举权，那么年满 18 周岁。

3.充要条件假言推理

（1）充要条件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并根据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

性质进行的推理。

（2）推理规则：

1）第一，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

2）第二，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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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肯定前件式（有效式）

P↔ Q 例：当且仅当电闸接通，灯才亮。

P 电闸接通。

所以，Q。 所以，灯亮。

②否定后件式（有效式）

P↔ Q 例：当且仅当电闸接通，灯才亮。

￢Q 灯没亮。

所以，￢P。 所以，电闸没接通。

③否定前件式（有效式）

P↔ Q 例：当且仅当电闸接通，灯才亮。

￢P 电闸没接通。

所以，￢Q。 所以，灯没亮。

④肯定后件式（有效式）

P↔ Q 例：当且仅当电闸接通，灯才亮。

Q 灯亮。

所以，P。 所以，电闸接通。

【例题 1】如果某人是杀人犯，案发时他在现场。

据此，我们可以推出（ ）。

A.张三案发时在现场，所以张三是杀人犯。 B.李四不是杀人犯，所以李四案发时不在现场。

C.王五案发时不在现场，所以王五不是杀人犯。 D.许六不在案发现场，但许六是杀人犯。

E.许六在案发现场，因此许六是杀人犯。

【参考答案】C

【例题 2】10 月 6 日晚上，张强要么去电影院看了电影，要么拜访了他的朋友秦玲，如果那天晚上张强开

车回家，他就没去电影院看电影。只有张强事先与秦玲约定，张强才能去拜访她，事实上，张强不可能事

先与秦玲约定。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

A.那天晚上张强与秦玲一道去电影院看电影。 B.那天晚上张强拜访了他的朋友秦岭。

C.那天晚上张强没有开车回家。 D.那天晚上张强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

E.那天晚上张强开车去电影院看电影。

【参考答案】C

模块七 性质判断及推理

一、性质判断

1.什么是性质判断？

（1）就是断定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断，也称为直言判断或直言命题。

（2）例如：1）所有产品是合格的；2）有些学生不是党员；3）这个人不是盗贼

2.性质判断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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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项：表示被断定对象的概念，用“S”表示。

（2）谓项：表示被断定对象性质的概念，用“P”表示。

（3）联项：也称联结项，它是联结主项和谓项的概念，它表示性质判断的“质”，分为肯定和否定两

种。一般用“是”和“不是”表示。

（4）量项：表示所断定的主项的数量或范围的概念。量项一般分为三种：

1）全称量项：对主项的全部外延做了断定；所有的、凡、任何一个。

2）特称量项：只对主项的部分外延做了断定；有些、有的。

3）单称量项：所断定的主项只是某一个个别对象；这个、那个。

①注意 1：特称量项“有些”、“有的”所表明的逻辑性质与现代汉语中的“有些”、“有的”的语法

性质是有区别的。生活中的“有些”是指“仅仅有些”。如“我们班有些学生是党员”，是指我们班仅仅

有一部分学生是党员，而其他部分学生不是党员。逻辑中的“有些”是指“至少有些”。如“我们班有些

学生是党员”，是指我们班至少有些同学是党员，其他部分不清楚，具体指的是谁也不清楚，也有可能全

部都是。

②注意 2：性质判断本身不包含有更小的判断，它本身就是一个最小的判断，它实际上只是断定了“S”

与“P”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所以它属于简单判断。

【例题 1】“某理工大学的有些学生是北京人。”这个判断的对象是什么？（ ）

A.某理工大学。 B.某理工大学的有些学生。

C.理工大学的学生。 D.某理工大学的学生。

E.学生。

【参考答案】D

3.性质判断的分类

根据性质判断质和量的划分标准，一共有六种类型：

（1）单称肯定判断——断定一个具体的对象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这个 S 是 P。

2）例如：中国是人口大国。

（2）单称否定判断——是断定一个具体的对象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这个 S 不是 P。

2）例如：中国不是发达国家。

（3）全称肯定判断——是断定一类对象中全体对象都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所有 S 是 P。

2）例如：所有的学生都是青年人。

3）用图表示有如下两种可能情况：

（4）全称否定判断——是断定一类对象中全体对象都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所有 S 不是 P。

S P S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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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所有的学生都不是老年人。

3）用图表示如下一种情况：

（5）特称肯定判断——是断定一类对象中有对象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有的 S 是 P。

2）例如：有些学生是文科学生。

3）用图表示有如下四种可能情况：

（6）特称否定判断——是断定一类对象中有对象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判断。

1）逻辑形式：有的 S 不是 P。

2）例如：有的学生不是党员。

3）用图表示有如下三种可能情况：

4.量项“所有”、“有的”的替代表达形式

（1）与“所有”相似的表达：一切、任何、凡是、每一个、皆等。

（2）与“有的”相似的表达：有些、许多、大多数、不少等。

5.性质判断的对当关系

（1）同一素材的判断：如果两个性质判断的主、谓项均相同，那么这两个判断就是同一素材的判断。

（2）例如：1）所有的产品都是合格的；2）所有的产品都不是合格的；3）有的产品是合格的；④有

的产品不是合格的。

（3）可用逻辑方阵来图示对当关系：

1）矛盾关系

①矛盾关系的特点：必有一真，必有一假。

②矛盾关系的本质：A 与非 A的关系（A 表示任何判断）。

S P

P SS P S P S P

所有 S是 P 所有 S 不是 P

有的 S 是 P 有的 S 不是 P

这个 S 是 P 这个 S不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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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性质判断之间的矛盾关系

 所有的 S 都是 P 与 有的 S 不是 P

 所有的 S 都不是 P 与 有的 S 是 P

 这个 S是 P 与 这个 S 不是 P

【例题 2】并非所有老师都是青年人。下列哪项与上面的判断所表达的意思相同？

A.所有老师都不是青年人。 B.没有一个老师不是青年人。

C.有的老师不是青年人。 D.老师中有青年人。

E.有的老师是青年人。

【参考答案】C

2）反对关系

①性质判断之间反对关系：

所有的 S 都是 P 与 所有的 S 都不是 P

有的 S不是 P 与 有的 S都是 P

②反对关系的特点：

两个“所有”至少一假，可以同假；

两个“有的”至少一真，可以同真。

【例题 3】如果“我们班有的同学不会使用计算机”是一个真判断，下面不能确定其真假是哪项？

A.我们班至少有一个同学不会使用计算机。 B.我们班所有同学都会使用计算机。

C.我们班有的同学会使用计算机。 D.不会使用计算机的有些是我们班的同学。

E.所有不会使用计算机的都不是我们班同学。

【参考答案】C

二、性质判断的变形推理

1.换质推理

（1）就是通过改变前提的质（肯定改为否定，否定改为肯定），从而得出结论的直接推理方法。

（2）例如： 所有考生都是中国人

所以，所有考生都不是外国人。

（3）换质必须遵守的规则：

1）主项和量项保持不变；

2）谓项变成其矛盾概念，亦即“P”变为“非 P”。

3）改变联项的性质，即肯定变否定；否定变肯定。

（4）换质推理的逻辑形式：

1）所有 S 是 P 换质得： 所有 S 不是非 P

2）所有 S 不是 P 换质得： 所有 S 是非 P

3）有的 S 是 P 换质得： 有的 S 不是非 P

4）有的 S 不是 P 换质得： 有的 S 是非 P

2.换位推理

（1）就是通过交换前提中主、谓项的位置（主项变谓项，谓项变主项），从而得出结论的直接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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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如： 所有考生都不是外国人，

所以，所有外国人都不是考生。

（3）换位必须遵守的规则：不改变前提的质，只改变主、谓项的位置。

1）所有 S 是 P 可换位得： 有的 P是 S

2）所有 S 不是 P 可换位得： 所有 P不是 S

3）有的 S 是 P 可换位得： 有的 P是 S

4）有的 S 不是 P 不能换位得： 有的 P不是 S

【例题 4】已知“有些鸟不会飞”，据此可得？

A.有些会飞的不是鸟。 B.所有鸟会飞。

C.所有会飞的不是鸟。 D.所有不会飞的是鸟。

E.有些不会飞的是鸟。

【参考答案】E

模块八 模态判断及推理

一、模态判断

1.什么是模态判断？

（1）模态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存在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判断。即模态判断就是包含了“必然”、“可

能”等模态词的判断。

（2）例如：1）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2）罪犯可能畏罪潜逃。

2.模态词

（1）“必然”，有时表达为“一定”。

（2）“可能”，有时表达为“也许”。

二、模态判断的种类

1.必然肯定判断

（1）必然肯定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必然存在的判断。

（2）语言形式结构：必然 P。

2.必然否定判断

（1）必然否定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必然不存在的判断。

（2）语言形式结构：必然非 P。

3.可能肯定判断

①可能肯定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可能存在的判断。

②语言形式结构：可能 P。

4.可能否定判断

①可能否定判断就是断定事物情况可能不存在的判断。

②语言形式结构：可能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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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模态对当关系

模态判断之间的对当关系用逻辑方阵图表示：

1.矛盾关系

（1）必然 P 与 可能非 P

（2）可能 P 与 必然非 P

2.常见的考法

（1）不必然 P =

（2）不必然不 P =

（3）不可能 P =

（4）不可能不 P =

3.对含有“并非”、“不”、“都”的模态、性质判断的转换

（1）所有产品都不必然合格。

（2）所有产品不必然都合格。

（3）所有产品必然不都不合格。

（4）不是所有产品都必然不合格。

（5）并非有的产品必然合格。

【例题 1】不必然所有的花都结果。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以下哪项必定为真？（ ）

A.可能所有的花都不结果。 B.可能有的花不结果。

C.可能有的花结果。 D.必然有的花结果。

E.必然有的花不结果。

【参考答案】B

【例题 2】据卫星提供的最新气象资料表明，原先预报的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不一定出现。

以下哪项最接近于上文中气象资料所表明的含义？（ ）

A.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可能不出现。 B.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可能出现。

C.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一定不出现。 D.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不可能出现。

E.明年北方地区的持续干旱出现的可能性比不出现大。

【参考答案】A

模块九 分析推理

一、分析推理

1.什么是分析推理？

（1）分析推理类题目是今年来联考的重点题型，并且近两年的题目数量承上升趋势。分数占比稳定在

三分之一左右。分析推理的题目，往往是给定某些主体及对应信息，将主体和对应信息进行推理的题目。

（2）教学目标

必然 P 必然非 P

可能 P 可能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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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够准确找到解题切入点；2）能够针对不同类型的分析推理采取不同的方法；3）能够熟练运用列

图表法解题；4）能熟练运用假设法解题。

二、题型判定

这类试题通常是关系推理或混合关系推理，题干给出的关系可能比较复杂，解题的关键是要快速理顺

各种逻辑关系，否则解题就可能没有头绪。

（1）主体；（2）主体信息；（3）主体与信息一一对应。

三、解题思路

1.选项信息充分——优先使用排除法；

2.选项信息不充分——关键找到切入点。

【例题 1】小杨、小方和小孙在一起，一位是经理，一位是教师，一位是医生。小孙比医生年龄大，小杨和

教师不同岁，教师比小方年龄小。

根据上述资料可以推理出下列哪项结论？（ ）

A.小杨是经理，小方是教师，小孙是医生。

B.小杨是教师，小方是经理，小孙是医生。

C.小杨是教师，小方是医生，小孙是经理。

D.小杨是医生，小方是经理，小孙是教师。

E.小杨是医生，小方是教师，小孙是经理。

【参考答案】D

【例题 2】几位同学对物理竞赛的名次进行猜测。

小钟说：“小华第三，小任第五。”

小华说：“小闽第五，小宫第四。”

小任说：“小钟第一，小闽第四”。

小闽说：“小任第一，小华第二。”

小宫说：“小钟第三，小闽第四。”已知本次竞赛没有

并列名次，并且每个名次都有人猜对。那么，具体名次应该是以下哪项?（ ）

A.小华第一、小钟第二、小任第三、小闽第四、小宫第五。

B.小闽第一、小任第二、小华第三、小宫第四、小钟第五。

C.小任第一、小华第二、小钟第三、小宫第四、小闽第五。

D.小任第一、小闽第二、小钟第三、小宫第四、小华第五。

E.小任第一、小闽第二、小宫第三、小钟第四、小华第五。

【参考答案】C

模块十 类比推理

一、类比推理

1.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推断它们在另外的属性上也相同的一种推理。

2.其逻辑结构式表达为：

A事物具有属性 a、b、c、d；

B事物具有属性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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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B事物也可能具有属性 d。

二、正确应用类比推理须注意的问题

（1）前提中确认的对象间的相同属性愈多，那么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也就愈大。（从相同属性的量上来

考察）；

（2）前提中确认的相同属性与类推的属性之间相关程度愈高，那么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也就愈大。（从

相同属性的质上来考察）。

【例题 1】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对东北的地质结构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发现，松辽平

原的地质结构与中亚细亚极其相似。他推断，既然中亚细亚蕴藏大量的石油，那么松辽平原很可能也蕴藏

的大量的石油。后来，大庆油田的开发证明了李四光的推断是正确的。

以下哪项与李四光的推理方式最为相似？（ ）

A.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B.邻居买彩票中了大奖，小张受此启发，也去买了体育彩票，结果没有中奖。

C.某乡镇领导在考察了荷兰等地的花卉市场后认为要大力发展规模经济，回来了组织全乡镇种大葱，结果

导致大葱严重滞销。

D.每到炎热的夏季，许多商店腾出一大块地方卖羊毛衫、长袖衬衣、冬靴等冬令商品，进行反季节销售，

结果都很有市场。小王受此启发，决定在冬季种植西瓜。

E.乌兹别克地区盛产长绒棉。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与乌兹别克地区在日照情况、霜期长短、气温高低、降雨

量等方面均相似，科研人员受此启发，将长绒棉移植到塔里木河流域，果然获得了成功。

【参考答案】E

【例题 2】评估专业领域中的工作成绩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进行的。医生可以自由地查阅医书，律师可以参考

法典和案例，老师可以参考教科书。因此，学生在考试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可以看他们的课本呢？（ ）

以下哪项指出了上述论证中的漏洞？

A.所引证的事例不足以支持评估专业领域的工作成绩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进行的这个一般的概括。

B.没有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即使采纳了文中的建议也不会显著地提高大多数学生的考试成绩。

C.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专业人士在上学时考试也不准看课本。

D.忽视了这样的事实：与学生不同的专业人士要花费数年的时间研究一个专业对象。

E.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在专业领域和在学校中的评估目的截然不同。

【参考答案】E

模块十一 归纳推理

一、归纳推理定义

归纳推理是以个别或特殊性知识为前提，推出一般性知识的推理。它的结论所断定的知识范围超出了

前提所断定的知识范围，因此，归纳推理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完全归纳推理除外）具有或然性。

例如：

张三专硕考试高分胜出；

李四专硕考试高分胜出；

王五专硕考试高分胜出；

张三、李四、王五都是尚德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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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尚德学员都高分胜出。

二、归纳推理的分类

1.完全归纳推理

（1）完全归纳推理是根据一类事物对象中每一个对象都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推出该类对象全

体都具有（或不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

例如：

亚洲有生物，

欧洲有生物，

非洲有生物，

大洋洲有生物，

北美洲有生物，

南美洲有生物，

南极洲有生物，

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南极洲是世界上全部大洲。

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大洲都有生物。

（2）逻辑结构式

S1是（不是）P

S2是（不是）P

S3是（不是）P

………………

Sn是（不是）P

（S1、S2、S3……Sn是 S 类的全部对象）

所以，所有的 S 是（不是）P。

2.不完全归纳推理

（1）不完全归纳推理是根据一类事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从而推出该类对象全体

都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推理。

例如：

金是导电的；

银是导电的；

铜是导电的；

铁是导电的；

金、银、铜、铁都是金属。

所以，金属都是导电的。

（2）逻辑结构式

S1是（或不是）P；

S2是（或不是）P；

S3是（或不是）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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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是（或不是）P；

S1、S2、S3……Sn是 S 类的部分对象。

所以，所有的 S 都是（或不是）P。

（3）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分类

1）简单枚举归纳推理

①简单枚举归纳推理是根据一类事物中的部分对象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并且未遇到相反情况，从

而推出该类对象全体都具有（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推理。

例如：

水稻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松树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小草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水稻、松树、小草是绿色植物中的部分对象，且没有出现反例。

所以，绿色植物都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②逻辑结构式

S1是（不是）P；

S2是（不是）P；

S3是（不是）P；

………

Sn是（不是）P；

（S1、S2、S3……Sn是 S 类的部分对象，并且没有出现反例）

所以，所有的 S 是（不是）P。

【例题 1】小李图便宜花 50 元买了双旅游鞋，不到一个月鞋带就断了。不久，他按市价的几乎一半买

了件皮夹克，结果发现原来是仿羊皮的。于是他得出结论：便宜无好货。

小李得出结论的思维方法，与下列哪项最为类似？（ ）

A.李京是语文教师，他仔细地阅改了每一篇作文，得出结论：全班同学的文字表达能力普遍有提高。

B.王江检验一批产品，第一件合格，第二件是次品，于是得出结论：这批产品不全合格。

C.王强邻居的小男孩，头发有两个旋，脾气很犟；王强的小侄子头发也有两个旋，脾气也很犟，王强

因此得出结论：头发上有两个旋的孩子，脾气很犟。

D.李文认为头发上有两个旋的孩子犟，因此得出：自己的孩子脾气不犟是因为头发上只有一个旋。

E.美国挑战号飞机失事的原因或是设备故障，或是操作失误，联邦调查局已经找到了操作失误的证据，

因此得出结论：可以排除设备故障的原因。

【参考答案】C

2）科学归纳推理

①科学归纳推理又叫做科学归纳法，它是根据一类对象中的部分对象与其属性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

推出该类对象的全部都具有这种属性的推理。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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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受热后体积膨胀；

银受热后体积膨胀；

铜受热后体积膨胀；

铁受热后体积膨胀；

因为受热后分子间的距离增大，导致体积膨胀；

而，金、银、铜、铁是金属。

所以，金属受热后体积都膨胀。

②逻辑结构式

S1是 P

S2是 P

S3是 P

……

Sn是 P

（S1、S2、S3……Sn是 S类的部分对象，并且 S与Ｐ之间有必然联系）

所以，所有的 S 是 P。

模块十二 削弱质疑

一、题型判定

削弱题型的提问方式：

（1）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2）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的结论？

（3）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推理？

（4）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可能削弱上述论证的结论？

二、解题思路

削弱一个论证无非是削弱论题或者论据或者论证方式，所以解题时首先应看清题干的整体架构，明确

什么是论点（结论），什么是论据（前提），论据是通过演绎还是非演绎的方式推出论点。在此基础上，

结合选项来确定是削弱论点还是论据或是论证方式。

（1）理清论证结构（明确削弱对象）；（2）了解削弱方式。

三、方法

1.削弱前提

否定前提，削弱隐含的论据。说明论证的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隐含的前提不成立，会导致整个论证

不成立。

【例题 1】市场调查表明，在价格战中，名牌电脑的降价幅度不超过 10%，所以神舟电脑的降价幅度也不超

过 10%。

以下哪项最能推翻以上论证？（ ）

A.去年神舟电脑没有降价。 B.许多电脑的降价幅度超过 10%。

C.神舟电脑不是名牌电脑。 D.神舟电脑的市场占有率提高了 10%。

E.市场预测，明年电脑还会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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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C

2.削弱论点

题干的论证无非是说明论点是成立的，在明确了题干的论点或观点是什么后，如果选项中有一个选项

与其刚好矛盾即为正确答案，这种削弱方式就是“直接削弱论点或推论”。

【例题 2】教育专家李教授提出，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要不断地努力，否则就会像龟兔赛跑的故事一

样，一时跑得快并不能保证一直领先。如果你本来基础好又能不断努力，那你肯定能比别人更早取得成功。

以下哪项最能削弱李教授的观点？（ ）

A.小王本来基础好并且能不断努力，但也可能比别人更晚取得成功。

B.不论是谁，只有不断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

C.只要不断努力，任何人都可能取得成功。

D.一时不成功并不意味着一直不成功。

E.人的成功是有衡量标准的。

【参考答案】A

3.削弱论据

一个论证必须通过论据支持论点的成立，基本原则之一是论据不能假，如果论据本身都是假的，那么

论点就不能成立，所以选项中那个或那些与题干论据相悖的选项或者弱化论据的选项就能削弱题干的论证。

削弱论据的形式包括：直接削弱论据或减弱其支持力度。

【例题 3】人们经常使用微波炉给食品加热。有人认为，微波炉加热时食物的分子结构发生了改变，产生了

人体不能识别的分子。这些奇怪的新分子是人体不能接受的，有些还具有毒性，甚至可能致癌。因此，经

常吃微波食品的人或动物，体内会发生严重的生理变化，从而造成严重的健康问题。

以下哪项最能质疑上述观点？（ ）

A.微波加热不会比其他烹调方式导致更多的营养流失。

B.我国微波炉生产标准与国际标准、欧盟标准一致。

C.发达国家使用微波炉也很普遍。

D.微波只是加热食物中的水分子，食品并未发生化学变化。

E.自 1947 年发明微波炉以来，还没有因微波炉食品导致癌变的报告。

【参考答案】D

4.削弱论证

论证总是要运用各种推理来进行的，所运用的推理形式也就是论证方式，从论证方式上来削弱一个论

证占削弱题的最大比重，削弱论证方式就是说论据推不出论点。

【例题 4】为了调查当前人们的识字水平，其实验者列举了 20 个词语，请 30 位文化人士识读，这些人的文

化程度都在大专以上。识读结果显示，多数人只读对 3 到 5 个词语，极少数人读对 15 个以上，甚至有人全

部读错。其中，“蹒跚”的辨识率最高，30 人中有 19 人读对；“呱呱坠地”所有人都读错。20 个词语的

整体误读率接近 80%。该实验者由此得出，当前人们的识字水平并没有提高，甚至有所下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对该实验者的结论构成质疑？（ ）

A.实验者选取的 20 个词语不具有代表性。

B.实验者选取的 30 位识读者均没有博士学位。

C.实验者选取的 20 个词语在网络流行语言中不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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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呱呱坠地”这个词的读音有些大学老师也经常读错。

E.实验者选取的 30 位识读者中约有 50%大学成绩不佳。

【参考答案】A

模块十三 加强支持

一、特点

题干中给出了一个推理或论证，但或者由于前提的条件不够充分，不足以推出其结论；或者由于论证

的论据不够全面，不足以得出其结论，因此需用某一选项去补充其前提或论据，使推理或论证成立的可能

性增大，也可能题干的论证本身并没问题，这时正确的选项可以使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

类似于削弱，加强可以是加强前提或论据，也可以是加强结论或论题，还可以是加强前提和结论之间

的联系即加强论证方式。加强题型的“答案不需要充分性”，所以只要某一选项放在题干中，对题干推理

成立或结论正确有支持作用，或使题干推理成立、结论正确的可能性增大，那么这个选项就是加强。

二、解题思路

（1）注意提问方式；（2）找出题干论证的论据和结论；（3）注意题干的论证方式；（4）排除无关

选项；（5）分析干扰选项。

三、方法

1.加强前提

在题干中给出部分前提和结论，要求从备选项中找到另一部分前提来将论证补充完整。

假设题型的表现形式是千变万化的，但解答假设题型时仍然必须围绕题干给出的前提和结论间的逻辑

关系结合选项进行分析。因为假设是题干论证不可缺少的部分，所以选择出现困惑时可以用否定代入法来

确定选项。

即：假设该选项不成立，验证题干结论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则为正确答案。注意有些选项是否是过

度假设。

【例题 1】有医学研究显示，行为痴呆症患者大脑组织中往往含有过量的铝。同时有化学研究表明，一种硅

化合物可以吸收铝。陈医生据此认为，可以用这种硅化合物治疗行为痴呆症。

以下哪项是陈医生最可能依赖的假设？（ ）

A.行为痴呆症患者大脑组织的含铝量通常过高，但具体数量不会变化。

B.该硅化合物在吸收铝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副作用。

C.用来吸收铝的硅化合物的具体数量与行为痴呆症患者的年龄有关。

D.过量的铝是导致行为痴呆症的原因，患者脑组织中的铝不是痴呆症引起的结果。

E.行为痴呆症患者脑组织中的铝含量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有关。

【参考答案】D

2.加强论点

由于加强题型的正确选项最终要对题干推理尤其是结论起作用，因此一些加强题型的正确选项就是直

接支持结论的选项。这类支持题的题干往往是只有一段论述但没有论证关系，正确选项就直接针对结论。

【例题 2】提高教师应聘标准并不是引起目前中小学师资短缺的主要原因。引起中小学师资短缺的主要原因，

是近年来中小学教学条件的改进缓慢，以及教师的工资的增长未能与其他行业同步。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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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虽然还有别的原因，但收入低是许多教师离开教育岗位的理由。

B.许多教师把应聘标准的提高视为师资短缺的理由。

C.有些能胜任教师的人，把应聘标准的提高作为自己不愿执教的理由。

D.许多在岗但不能胜任的教师，把低工资作为自己不努力进取的理由。

E.决策部门强调提高应聘标准是师资短缺的主要原因，以此作为不给教师加工资的理由。

【参考答案】A

3.加强论据

一个论证一旦缺失或者省略某个论据，那么已有论据到论题就会出现跳跃，这时可以通过增加缺失或

省略的论据或强化已有的论据来加强论证。

【例题 3】一份对北方山区先天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调查统计表明，大部分患者都出生在冬季。专家们指出，

其原因很可能是那些临产的孕妇营养不良，因为在这一年最寒冷的季节中，人们很难买到新鲜食品。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支持题干中的专家的结论？（ ）

A.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先天性患者只占很小的比例。

B.调查中相当比例的患者有家族史。

C.与引起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大脑区域的发育，大部分发生在产前一个月。

D.新鲜食品与腌制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对大脑发育的影响相同。

E.虽然生活在北方山区，但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大都经济条件良好。

【参考答案】C

4.加强论证

论证总是要运用各种推理来进行的，所运用的推理形式也就是论证方式，从推理方式来看主要有演绎

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加强论证方式也就是强化论证方式的有效性。

【例题 4】想从事秘书工作的学生，都报考中文专业。李芝报考了中文专业，她一定想从事秘书工作。

下述哪项如果为真，则最能支持上述观点？（ ）

A.所有报考中文专业的考生都想从事秘书工作。

B.有些秘书人员是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生。

C.想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有些报考了中文专业。

D.有不少秘书工作人员都有中文专业学位。

E.只有中文专业毕业的，才有资格从事秘书工作。

【参考答案】A

模块十四 求因果方法

一、因果关系

1.原因与结果：引起某一现象产生的现象叫做原因，而被另一现象引起的现象叫做结果。

2.因果关系的特点

（1）时间先后性：原因和结果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的。原因总是在结果之前，结果总是在原因之后。

但前后相继只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若只是根据两个现象在时间上相后相继，就做出他

们有因果关系的结论，就后犯 “以先后为因果”的逻辑错误。

如：春天在前，夏天在后，但春天并不是夏天的原因。

闪电和雷鸣先后相继，但闪电并不是雷鸣的原因，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带电云块之间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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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存性：原因和结果总是共同变化的，但在特定的因果链条上，在一定的因果链条上，原因和结

果的关系又是确定的，原因就是原因，结果就是结果。如果把原因当成结果，把结果当成原因就会犯“因

果倒置”的逻辑错误。

如：在 19 世纪的英国，勤劳的农民至少有两头牛，而好吃懒做的人通常没有牛，于是某改革家建议给

每位没有牛的农民两头牛，以便使他们勤劳起来。

（3）复杂多样性：因果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固然有“一因一果”，但也存在着“多因一果”，“一因

多果”，“多因多果”等情况。

【例题 1】一所大学的经济系最近做的一次调查表明，教师的加薪常伴随着全国范围内平均酒类消费量的增

加。从 1980 年到 1985 年，教师工资人均上涨 12%，酒类销售量增加 11.5%。从 1985 年到 1990 年，教师工

资平均上涨 14%，酒类销售量增加 13.4%。从 1990 年到 1995 年，酒类销量增加 15%，而教师平均工资也上

涨 15%。

以下哪项最为恰当的说明了文中引用的调查结果？（ ）

A.当教师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他们喜欢把多余的钱花掉。

B.教师所得越多，花在买书上的钱就越多。

C.由于教师增加了，人口也增加了，酒类消费也会因此增加。

D.在文中所涉及的时期里，乡镇酒厂增加了很多。

E.从 1980 年到 1995 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酒类消费量和教师工资也增加了。

【参考答案】E

二、求因果方法

1.求同法

（1）含义

求同法又称契合法，就是根据被研究对象出现的若干不同的场合中只有一个相关因素相同，从而确定

这个唯一相同因素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2）结构形式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B、C Z

（2） A、D、E Z

（3） A、F、G Z

… ………… …

所以，A与 Z有因果联系。

（3）注意的问题

异中求同：①进行比较的场合越多，结论的可靠程度越高；②各场合有无其他共同情况。

要求各个场合当中除了一个情况以外，其他情况都不相同。如果应用时出现了几种共同的情况，那么，

必须在这几种共同的情况之间寻找它们的相同因素。

【例题 2】管莫西一直胃口不好，但他却非常喜欢到汤姆饭店就餐。然而不幸的是他每次就餐后都得了病。

第一次他吃的是一块巨大的香肠比萨加一道辣椒；第二顿他尽其所能吃了“炸虾”和辣椒特价菜；第三次

他就着辣椒吃了两个大肉团三明治。因为这三顿饭中每次都有辣椒，所以，莫西推论出他生病的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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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饭店的辣椒有问题。莫西的推论最易受到以下哪一项的质疑？（ ）

A.作为得出结论的基础，在汤姆饭店食用的包括辣椒的饭的次数太少了。

B.他在没有确定假设的原因是否先于假设的结果的情况下，假定了一个因果关系。

C.他继续想在汤姆饭店进餐的愿望使上述的结论显得过于偏见。

D.他没有证明每一个在汤姆饭店吃辣椒的人的都生了病。

E.他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他来说这三顿饭他都吃的太多了。

【参考答案】E

2.求异法

（1）含义

求异法又称差异法，就是根据被研究对象出现和不出现的两个场合中，其他相关因素都相同，只有一

个相关因素不同，从而确定这个差异因素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2）结构形式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B、C Z

（2） —、B、C —

所以，A 与 Z 有因果联系。

（3）注意的问题

同中求异：1）严格要求所比较的两个场合中的其他情况相同。2）两个比较场合中出现的不同情况必

须是惟一的。

【例题 3】在村庄东西两块玉米地中，东面的地施过磷酸钙单质肥料，西面的地则没有，结果，东面的地亩

产玉米 300 公斤，西面的地亩产仅 150 公斤，因此，东面的地比西面的地产量高的原因是由于施了过磷酸

钙单质肥料。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

A.给东面地施用的过磷酸钙是过期的肥料。

B.北面的地施用过硫酸钙单质化肥，亩产玉米 220 公斤。

C.每块地种植了不同种类的四种玉米。

D.两块地的田间管理无明显不同。

E.东面和西面两块地的土质不同。

【参考答案】E

3.共变法

（1）含义

就是根据被研究对象出现的若干场合中，其他相关因素不变，只有一个相关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而被研究对象也随之发生相应的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确定这个相关因素与被研究对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2）结构形式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1、B、C Z1

（2） A2、B、C Z2

（3） A3、B、C Z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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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所以，A与 Z有因果联系。

（3）注意的问题

1）与被研究现象发生共变的情况应当是惟一的；2）现象之间的共变关系有一个限度，一旦超出这个限度，

共变关系也许就会发生变化。

【例题 4】保护森林资源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因为，据统计，在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森林覆盖率

为 19%，60 年代为 11%，70 年代为 6%，80 年代为 4%。随着森林覆盖率的逐年降低，植被大量损失，洪涝灾

害也逐年严重。由此可见，森林资源的被破坏，是造成洪涝灾害的原因。

以下哪项所使用的探求因果联系的方法与上文最为类似？（ ）

A.俗话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经观察，各种物体的发声现象都伴有物体上空气的振动。因此，可以断

定，物体上空气的振动是发声的原因。

B.把一群鸡分为两组，一组喂食精米，另一组喂食带壳稻谷。经过观察，喂食精米的一组鸡都得了一种病，

两脚无力，不能行走，症状与人得的脚气病相似。而另一组喂食稻谷的鸡却不得这种病。由此推断，带壳

稻谷中含有某种精米中所没有的东西，它是避免得脚气病的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东西就是维生素

B1。

C.意大利的以为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在四个广口瓶中，放进肉和鱼，然后盖上盖子，或蒙上纱布，苍

蝇进不去，结果一个蛆都没有产生。在另外四个广口瓶中放进同样的东西，敞开瓶口，苍蝇能飞进去产卵，

结果肉和鱼很快就生了蛆。因此，他断定，苍蝇产卵是鱼肉生蛆的原因。

D.在有空气的玻璃罩里通电击铃，随着抽出空气量的变化，铃声越来越小。如果把空气全部抽出，则完全

听不到铃声了。由此可以断定，空气多少是发出声音大小的原因，空气的有无是能否听到铃声的原因。

E.棉花是植物纤维，疏松多孔，能保温；积雪有 40%到 50%的空气间隙，也是疏松多孔，也能保温。虽然两

者很不相同，但两者都是疏松多孔。由此可以断定，疏松多孔的东西是保温的原因。

【参考答案】D

4.求同求异并用法

（1）什么是求同求异并用法？

也称“契合差异并用法”，简称“并用法”、“契差法”，就是根据被研究对象出现的一组场合中，

都有一个相同因素；在被研究对象不出现的场合中，都没有这个因素，从而确定这个因素与被研究对象之

间存在因果联系。

（2）结构形式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B、C Z

2） A、D、E Z 正面场合

3） A、F、G Z

…… ……………… ……

1'） —、B、C —

2'） —、D、E — 反面场合

3'） —、F、G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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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A与 Z有因果联系。

5.剩余法

（1）什么是剩余法？

就是根据已知某一复合原因与被研究的复合现象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并且已知复合原因中某部分与研

究对象中的某部分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确定复合原因中剩余部分与被研究现象中剩余部分存在因果联系。

（2）结构形式

复合情况（A、B、C、D）是被研究现象（a、b、c d）的原因

A 是 a 的原因

B 是 b 的原因

C 是 c 的原因

所以，D 是 d 的原因。

（3）注意的问题

必须确认复杂现象的一部分(a、b、c）是某些情况（A、B、C）引起的，而且剩余部分（d）不可能是

这些情况（A、B、C）引起的。

【例 5】化学课上，张老师演示了两个同时进行的教学实验：一个实验是 KCIO3，加热后，有 O2缓慢产生；

另一个实验是 KCIO3加热后迅速撒入少量 MnO2，这时立即有大量的 O2产生。张老师由此指出；MnO2是 O2快速

产生的原因。

以下哪项与张老师得出结论的方法类似？（ ）

A.同一品牌的化妆品成交价格越高卖的越火。由此可见，消费者喜欢价格高的化妆品。

B.居里夫人在沥青矿物中提取放射性元素时发现，从一定量的沥青矿物中提取的全部纯铀的放射线强度比

同等数量的沥青矿物中放射线强度低数倍。她据此推断：沥青矿物中存在其它放射性更强的元素。

C.统计分析发现：30 岁至 60 岁之间，年纪越大胆子越小，有理由相信：岁月是勇敢的腐蚀剂。

D.将闹钟放在玻璃罩中，使它打铃，可以听到铃声：然后把玻璃罩中的空气抽空，再使闹钟打铃，就听不

到铃声了。由此可见，空气是声音传播的介质。

E.人们通过对绿藻、蓝藻、红藻的大量观察，发现结构简单、无根叶是藻类植物的主要特征。

【参考答案】D


	模块一 判断和推理
	模块二 负判断
	模块三 联言判断及推理
	模块四 选言判断及推理
	模块五 假言判断及推理
	模块七 性质判断及推理
	模块八 模态判断及推理
	模块九 分析推理
	模块十 类比推理
	模块十一 归纳推理
	模块十二 削弱质疑
	模块十三 加强支持
	模块十四 求因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