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逻辑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学逻辑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010040080

10位ISBN编号：7010040087

出版时间：2003-8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桥,资建民

页数：37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学逻辑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设置了上、下两篇。
上篇为传统逻辑；下篇为现代逻辑。
传统逻辑是指导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一直延续到19世纪现代逻辑出现前的形式逻辑。
现代逻辑是指19世纪中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形式逻辑。
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有联系，这不仅指后者是前者的发展，也指两者对象与内容的相关。
传统逻辑又与现代逻辑有别。
它们的重要区别是；传统逻辑主要运用自然语言，也有一些公理方法的因素；现代逻辑使用的则是符
号语言，运用了形式化的公理方法和某些数学方，前者由于运用自然语言，有某些缺陷，但同日常的
经验思维有一定的亲和力；后者由于使用符号语言和数学方法，所以较这前者更为精确，研究的内容
也更为宽泛和深刻，在现代科技、特别是计算机科学中的有所应用。
可以说，在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既有区别的一面，也有相联与互补的
一面。
本书设置的内容，符合逻辑科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进程和规律，可以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掌握逻辑学
的基本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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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什么是逻辑学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一）思维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
的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其中，感性认识属于低级阶段，其基本形式包括：感觉
、知觉和表象。
感觉是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在人脑中产生的关于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
知觉是感觉的综合，是事物在人脑中的整体性的直接反映。
表象是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感性形象。
知觉和表象的主要区别是：知觉只有当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时才存在，表象则在这种作用消失后可以
继续存在。
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在感性阶段所获得的丰富材料基础上，经过思考作用，即去粗取精、去伪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认识就会发生质变，发展到高级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
理性认识阶段也就是思维阶段，其基本形式包括：概念、命题（判断）和推理。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
命题是对对象有所断定即肯定或否定的思维形式。
推理是由一个或几个命题推出另外一个命题的思维形式。
（二）思维的形式结构思维是多种学科共同研究的对象，除了逻辑学，哲学认识论、生理学（特别是
神经生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控制论和信息论等，也都研究思维。
但是，它们各自研究的具体范围、侧重点并不相同。
逻辑学是从形式结构方面来对各类思维进行研究的。
通过这种研究，总结出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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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逻辑导论》设置的内容，符合逻辑科学自身发展的实际进程和规律，可以帮助学生全面、深入
地掌握逻辑学的基本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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