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注重契合点 打通知识壁垒

二、把握核心概念 筑牢理论根基一、建构知识框架 明晰体系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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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律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思维的

形式

概念

判断

推理

1.内涵、下定义|外延(关系)
2.外延:划分方法及外延的关系①相容关系:全
同关系、属种或种属关系、交叉关系②不相容
关系: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简单判断(性质判断—周延、关系判断—性质）
复合判断(联言判断、选言判断、假言判断）

1.演绎推理
·简单判断的演绎推理:性质—换质、换位|三
段论;

·复合判断的演绎推理:联言、选言(相容、不
相容);假言(充分、必要、充要)

2.归纳推理(完全、不完全—简单枚举、科学归
纳推理)

3.类比推理

思维的特征：
①思维具有间接性
②思维具有概括性
③思维具有能动性
思维的基本形态:
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

含义:用联系、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其实
质和核心是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在对立统一中把握事物

特征:整体性和动态性、对立统一

方法
① 把握辩证分合（分析与综合）

② 理解质量互变

③ 推动认识发展

1.特征:思路具有多向性、步骤具有跨越性、结果具有独特性

2.表现：思路新、方法新、结果新

3.方法:联想;发散、聚合;逆向思维;超前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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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思维专题要求考生掌握科学思维的基本要求，把握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学会

运用科学思维去探索世界、认识世界。在高考中，该专题的考查内容不仅涉及基础知识，更包括考生的知识理解与运

用能力。由于理论抽象、概念多，逻辑与思维专题给考生带来了较大挑战，是复习备考的难点。同学们可以通过建构

知识框架，把握核心概念，对该专题进行高效复习。

政政治治

建构知识框架 把握核心概念
——逻辑与思维专题复习策略

北京市延庆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教研员 李宗云

核心概念是逻辑与思维专题的“承重
墙”。比如“概念”“判断”“推理”等概念，不仅
是逻辑思维的起始点，更贯穿于全书。理解

“概念”要深挖内涵与外延，剖析定义方法；掌
握“判断”需明晰不同判断类型特点，精准区
分真假；吃透“推理”则要熟悉演绎、归纳、类
比规则，明确推理结构等。

例如，2023 年北京高考真题第 18 题（3）
“运用《逻辑与思维》知识，识别材料中学生所
运用的推理类型，并结合材料谈谈如何更好
地发挥该推理类型的思维功能”；2024年北京
高考真题第18题（1）“写出该推理的类型，判
断正确与否，并说明理由”。这两道主观题的
分析都离不开对基本概念的理解，概念的掌
握是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不清楚概念就无法
准确完成下一步的作答。

那么，应该如何把握核心概念呢？一是
深入剖析核心概念的内涵。对于核心概念，
同学们只有深入剖析其内涵，才能理解其本
质特征。例如，对于“概念”这一核心概念的
理解，同学们要认识到，概念是通过揭示事物
的本质属性而反映事物的思维形式，包括概
念的内涵和外延等基本要素。

二是结合实例理解核心概念。通过具体
实例来理解核心概念，可以使抽象的概念更加
具体、生动，便于同学们理解和掌握。例如，在
学习“辩证思维”这一概念时，可以结合中国改
革开放、科技创新等实际案例，分析辩证思维
在这过程中的体现，从而更好地理解辩证思维
的内涵和特征。同时，同学们也要重视阅读课
本上的案例，其中的情境材料对大家理解概念
往往有很大的提示性和启发性。

三是相似概念采用对比学习法，对容易
混淆的概念进行比较和区分。如“抽象思维”
和“形象思维”，从基本单元、思维形式、主要
特征等方面找出它们的不同之处，从而更清
晰地记忆和理解。凡是易混的概念，同学们
应梳理清楚，对比、比较是常用的区分方法。
举例如下：

1. 区分思维的特征：间接性、概括性、能
动性；

2. 区分思维的基本形态：抽象思维与形
象思维；

3.区分逻辑思维的三大规律：同一律、矛
盾律、排中律；

4. 区分科学思维的特征：追求认识的客
观性、结果具有预见性、结果具有可检验性；

5.区分概念的基本特征：内涵与外延；
6.区分概念之间的外延关系：相容关系、

不相容关系；
7. 区分判断的类型：简单判断——性质

判断与关系判断；
8. 区分判断中主项、谓项的周延与否

标准；
9.区分联言判断和性质判断；
10. 区分性质判断的换质推理与换位

推理；
11.区分推理结构有效与无效；
12.区分辩证思维与形而上学思维；
13.区分量变与质变；
14. 区分创新思维特点：思路具有多向

性、步骤具有跨越性、结果具有独特性；
15. 区分思维的特征、科学思维的特征、

辩证思维的特征。

构建知识框架是复习逻辑与思维
专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构建知识
框架，可以将零散的知识点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有助于同
学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该专题

分为四个单元，即“树立科学思维概
念”“遵循逻辑思维规则”“运用辩证思
维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同学
们应细致梳理这四个单元，找出其中
的关联并将其结构化，如下图所示：

通过梳理宏观的结构性框架体
系，同学们可以明晰该专题四个单元
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够根据框架里
的主干内容，进一步整理微观层面的
知识。经过结构性梳理，后续无论是
理解相关知识内容，还是在解题的过
程中，都能够快速地调取信息。

例如，2022 年北京高考真题第
17 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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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设问信息不难看
出，该题必须知道科学思维所包含的
内容，如果只答科学思维的特征，而
不清楚科学思维与逻辑思维、辩证思

维、创新思维之间的关系，答题时就
可能遗漏相关角度。

参考答案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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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逻辑与思维专题和哲学与文化专题之
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例如，哲学与文化专题
的唯物论部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世界的物质性以及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
等内容同逻辑与思维专题中“思维和科学思
维的特征”内容相关联，哲学与文化专题的
认识论部分同逻辑与思维专题中“推动认识
的发展”内容相关联。

同时，哲学与文化专题的辩证法思想也
为逻辑与思维专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辩证法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发展变化和普
遍联系，这些思想在逻辑思维中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尤其是在学习逻辑与思维专题的第
三、第四单元时，将哲学知识和哲学的思想方
法迁移过来，学习起来会更加轻松。例如，在

理解联想、发散、聚合、逆向思维等知识时，思
考一下它们的哲学依据能够更好地进行理
解。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
地理解逻辑推理中的矛盾关系和辩证发展，
提高逻辑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

可见，打通专题之间的壁垒、建立起相
互关联的知识脉络，能够帮助同学们在答题
时做到融会贯通；从不同角度剖析问题，知
识迁移也能更加游刃有余，让思维在多模块
知识间灵活“穿梭”，全方位展现学科素养。

复习逻辑与思维专题需巧用方法、持之
以恒。只有在知识框架、核心概念、知识契合
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突破复习瓶颈，以缜密
的思维、扎实的储备复习备考，开启深度思维
的探索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