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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逻辑学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选修

课程英文名称：Logic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2/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 无

授课时间：1-18周星期二 3、4节 授课地点：6D201

授课对象：2017汉语言 1、2班

开课学院：文传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朱华飞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电话、短信、

电子邮件以及 QQ、微信等交流；3、每次作业集中讲解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逻辑学》（第二版）《逻辑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 8月第二版。

教学参考资料：《普通逻辑》（第五版）《普通逻辑》编写组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逻辑学十五讲》陈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课程简介：逻辑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本课程以系统讲授普通逻辑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方法为主，指导学生进行逻辑思维和表述论证的训练。本课程是一门工具性质、基础性质的科学，

帮助学生掌握有利于进一步学习其它学科所必要的逻辑分析工具，有助于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

捷性，有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逻辑学概念、命题、推理、论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

理和思维的基本规律；

2. 掌握逻辑学基本学习方法。

二、能力目标：

1.能识别正确的推理、论证与错误的推理、论证，从而正确

地进行推理、论证；

2. 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识别、反驳错误的认识或诡辩。

三、素质目标：

1. 在认识事物、表达和论证的过程中具有自觉的逻辑精神和

逻辑意识。

2.逐步养成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品格。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

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业学

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核心能力 7．

□核心能力 8．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学时

数
教学的重点、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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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2
重点：初步了解逻辑学

难点：思维的形态及其逻辑形式

讲述 按要求预

习

2

概念与词项

2

重点：概念、词项；词项外延间的关系；；

难点：概念与词项的关系、词项外延间关系的判

定；

讲

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 材 63

页思考题

第 2 题

3、4、

直言命题概述

4

重点：直言命题的逻辑结构及其分类；直言命题

主谓项周延性问题；四种基本直言命题之间的真

假关系。

难点：直言命题主谓项周延性问题；逻辑方阵

讲

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练习

题 第 64

页 2 、 3

题

5、6、

7

直言命题的直接

推理

6

重点：1.主谓项分别相同的直言命题间的对当关

系2. 直言命题对当关系推理3. 直言命题变形直

接推理。

难点：1.直言对当关系推理有效式

2.换质法和换位法的规则。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练习

题 第 65

页 4 、 5

题

8

直言命题的间接

推理
2

重点：1.三段论的结构

2.三段论的规则

难点：三段论规则的论证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练习

题 第 65

至 66 页

6、7题

9

命题逻辑概述

联言命题及其推

理

选言命题及其推

理

2

重点：1. 联言命题及其推理

2. 选言命题及其推理

难点：联言命题和选言命题的逻辑值及其推理有

效式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普通逻

辑》（第

五版）教

材 第 69

页思考题

2、3题

10、

11

假言命题及其推

理

4

重点：假言命题种类及其推理

难点：假言命题逻辑值及其推理有效式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举例子批判社会一些不良

现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普通逻

辑》（第

五版）教

材 第 72

页第七题

12、

假言选言推理

2

重点：假言选言推理有效式

难点：假言选言推理有效式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普通逻

辑》（第

五版）教

材 第 77

页第十、



3

十一题

13

负命题及其推理

2

重点：负命题种类及其等值式

难点：负命题种类及其等值式的论证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普通逻

辑》（第

五版）76

页第九题

14

真值表的判断作

用
2

重点：1.五种基本真值形式

2.重言式、矛盾式、可满足式

3.利用真值表对命题真值进行判定及推理

难点：利用真值表对命题真值进行判定及推理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 材 86

至 87 页

练 习 题

2、3题

15

逻辑基本规律：

2

重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以及充足理由律

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要求

难点：矛盾律、排中律的不同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 282

页练习题

1、2题

16

传统归纳逻辑

2

重点：归纳推理

难点：正确认识各类归纳推理的作用

课程思政融入点：通过举例说明各类归纳推理的

作用和局限，提醒学生在认识世界过程中要避免

出现以偏概全的偏激看法。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 170

页练习题

第 1 题

17 论辩逻辑 2 重点：论证、谬误

难点：证明规则、谬误的识别

课程思政融入点：带领学生认识各种谬误常见类

型的，提高学生对社会某些错误思想的警觉性

讲述

讨论

与练

习

教材 248

页练习题

第 1 、 2

题

18
总复习

2
各章节重点难点 答疑

练习

合计： 36

考核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考勤情况 不得无故迟到、早退、缺席。缺课一次扣 30 分，缺课三次

考勤成绩为 0 不允许参加考试，迟到 1 次扣 10 分。（百分制）

占平时成绩 15%

课堂表现 课前预习，认真听课，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百分制） 占平时成绩 15%

课堂小测 小测平均分（百分制） 占平时成绩 40%

作业（共 6 次，课

外完成）

1. 要求：认真、独立、按要求完成作业，准时上交，严禁

抄袭。2.作业平均分（百分制）
占平时成绩 30%

期末考核（开卷）

1. 评价标准：试卷参考答案。

2. 要求：认真总结、复习，遵守考场纪律，独立、按时完

成考试（百分制）

占总评 60%

大纲编写时间：2019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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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部）审查意见：

同意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 2019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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