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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与思维》教材中周延性内容看

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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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精神是新时代中学生必备的核心素养。部编版高中思想政治选择性必修３《逻辑与思维》教材聚焦学
生科学精神素养的培育，着眼于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行为的训练，旨在引导中学生科学理性地认识世界，探索世

界。而教材中的周延性规则、周延性问题作为横跨“判断”和“推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用其教学来训练学生的科学态度、

科学方法和科学行为，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笔者作出了相应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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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学者李约瑟曾在
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过一个至今难

解的世纪之问：欧洲在 １６世纪就诞生了近代科
学，这种科学已被证实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

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在亚洲产生与此相

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１］？关于这一

难题的解答见仁见智，但仍有部分学者将其归结

为科学精神的缺乏。何为科学精神？任鸿隽先生

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求真者是也”；梁启超先生认

为科学精神是“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

法”；竺可桢先生把科学精神归纳为“蕲求真理”。

由此可见，从中国古代的“格致”到近现代的“科

学”，科学精神明确指向的是一种“求是”精神。

２０１６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作为我国教育
领域的指导性文本发布，此文本将科学精神进一

步细化为文化基础的内涵之一。此后，各门学科

的课程标准相继出台，不同程度地将科学精神融

入各自的课程目标之中。而《普通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以下简称新

课标）明确将科学精神列入这门课的四大核心素

养目标之一，并将其界定为：我国公民的科学精

神，就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一种精神取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

界观和方法论，能够对个人成长、社会进步、国家

发展和人类文明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

择［２］。相应地，《逻辑与思维》教材（以下简称教

材）作为高中思想政治课中的一门选择性必修教

材应运而出，该教材聚焦科学精神素养，着力培育

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行为，以引导中学生在

面对复杂的问题情境时能胸怀求真求实的科学态

度，运用辩证理性的科学方法，不断去探索创新解

决之策。而周延性内容在该教材的两目内容同时

涉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何借助周延性内容

中的周延性规则、周延性问题以及整个周延性教

学，以点带面促进科学精神素养的培育，本文将作

出以下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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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明确周延性规则，培育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

新课标从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基本属性出

发，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科学精神进

一步学科化为科学精神素养，两者所界定的“精

神取向”和“价值判断”首先是一种由内而发的态

度，即一种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具体来说，就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不断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

规律。而教材中的周延性规则之所以是一种科学

的规则，就在于其通过不断灌注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采用科学方法获得的探索性理论成果，真实

性是其本质属性。因此，教师在讲授该理论时应

该把求真求实的准则放在首位，通过对周延性规

则的客观梳理，帮助学生形成求真求实的科学

态度。

周延性规则在教材中共出现两次，分别在第

六课第二框第一目“性质判断换质位推理”引出

周延性概念和六种性质判断的主项和谓项的周延

性规则，以及在第二目“三段论推理”用项的周延

性概括出正确进行三段论推理的一般性规则。为

更好地掌握周延性规则，教师首先持求真求实的

科学态度讲清周延性定义。教材将周延性定义

为：一个性质判断如果断定了其主项或谓项所反

映的全部对象，这个主项或谓项就是周延的。没

有断定其主项或谓项所反映的全部对象，这个主

项或谓项就是不周延的［３］。通过分析会发现，该

定义更多的是一种语词定义，并没有揭示出周延

性的相关本质，但是通过教材的描述，可以将周延

性的定义理解为：周延性是对性质判断主项和谓

项全部外延的断定情况，如果全部断定，就周延，

如果未被全部断定，就不周延。在这里，“断定”

就是周延性概念的中心词，而“断定”一词本身就

是模糊动词，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结论，而不是一种

过程。因此，何种情况下为全部断定，何种情况下

为部分断定，在这里都是不明确的。作为教师，不

应该对此笼而统之，而是要用求真求实的科学态

度讲清、讲透、讲懂该知识点，并以此来感染学生。

为了进一步理解周延性概念，在讲解中可以将

“断定”一词进一步理解为“覆盖”，即周延性就是

对性质判断主项和谓项全部外延的覆盖情况，如

果全部覆盖，就周延，如果未被全部覆盖，就不周

延。例如在性质判断“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的”

中，“金属”作为主项，通过量词“所有的”就对其

进行了全部覆盖，因此，这里的主项就是周延的。

而“导电的”作为谓项，“金属”只是诸多“导电

的”材质中的一种，因此，这里“导电的”就未被全

部覆盖，那么，这里的谓项也就不周延。在理清周

延性概念后，可以通过举例的方式进一步完善教

材“相关链接”中的周延性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六种性质判断主项和谓项周延情况

判断种类 举例 图例 主项 谓项

全称肯定判断 所有的商品（Ｓ）都是劳动产品（Ｐ） 周延 不周延

全称否定判断 所有的鸟（Ｓ）都不是胎生的（Ｐ） 周延 周延

特称肯定判断 有些疾病（Ｓ）是传染的（Ｐ） 不周延 不周延

特称否定判断 有些疾病（Ｓ）不是传染的（Ｐ） 不周延 周延

单称肯定判断 台湾（Ｓ）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Ｐ） 周延 不周延

单称否定判断 台湾（Ｓ）不是国家（Ｐ） 周延 周延

　　如表１，为了引导学生直观形象地理解六种
性质判断的周延性情况，可以加入一些具体的例

子并借助对应的欧拉图对六种性质判断主项和谓

项的覆盖情况进行说明，以加深学生对周延性规

则的理解。为了知识结构的系统化，在对这部分

内容讲解的过程中可以优化教材的知识编排顺

序，将教材第六课第二框第一目“相关链接”中的

内容“如果它是在全称判断主项的位置，就是周

延的。如果它是在特称判断主项的位置，就是不

周延的。如果它是在否定判断谓项的位置，就是

周延的。如果它是在肯定判断谓项的位置，就是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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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周延的”［３］引申在此处，以此帮助学生借助周

延性规则来把握周延性情况。当学生掌握了周延

性概念和情况，关于三段论一般性规则中的周延

性内容只需运用周延性概念和情况来判断三段论

中中项和前提的周延情况，以此来避免三段论推

理中的逻辑错误，进行正确推理。

综上，教材中的周延性规则从本质上呈现了

理论的确定性、规律的客观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

这充分体现了科学精神内在的逻辑关系，即态度

是基础，方法是手段，行动是核心。因此，借周延

性内容培育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态度既是基

础，也是保障。教师在周延性内容教学的过程中

应立足于知识本身，坚持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不

断思考、探索，创新性地理解周延性内容，把握周

延性规律，并以身作则，激励学生敢于求真、勇于

求实，进而逐步树立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

２　直面周延性问题，培育辩证理性的科学
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出：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

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

开始的地方……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

就没有任何价值。由此可见，科学精神素养中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和方法论”是一种辩证

理性的方法论，不同于片面抽象的是，辩证理性的

方法论更强调辩证否定和客观理性。而关于性质

判断的周延性问题是逻辑学界尚存在争议的问

题，如何向学生清晰地解释好这一争议性问题成

为周延性内容教学的难点，但同时也可成为培育

学生辩证理性科学精神的着力点。

周延性问题主要反映在肯定判断中谓项是否

为全部周延以及由此引发的与三段论规则相抵触

的问题上，例如“中国的首都是北京”“所有的等

边三角形都是等角三角形”“所有的商品都是用

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等此类全称肯定判断的谓项

与主项成全同关系时，这里的谓项就是周延的。

以及“有的人是男人”“有的干部是军队干部”等

此类特称肯定判断的谓项是在特定的主项范围内

对其全部断定，故是周延的。以上这些特例与教

材总结出的规律“…如果它是在肯定判断谓项的

位置，就是不周延的”相矛盾。而由这类判断组

成的部分三段论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显然与三段

论的规则不相符，例如在三段论“所有的商品都

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有些物品不是商品，所

以，有些物品不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中，显然

这个推论是正确的，但依据“在前提中不周延的

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的三段论规则，上述例子

又与该规则相冲突。如何解释并解决此类问题，

教材并没有提及，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又无法避免。

通过调查，针对这一周延性问题，部分教师表示：

“因为是新教材，自己不是太懂，学生也没有提

出，自己只需教好教材知识就够了”，还有一部分

教师表示：“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确实有过这方

面的疑虑……”，这部分教师关于周延性问题主

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认为上述案例只是

个别情况，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用个别情况来否认

周延规律的普遍性；第二种解释是认为形式逻辑

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它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

容，而从形式出发来断定肯定判断的谓项是一概

不周延的。通过对第一种解释分析会发现，这种

观点从规律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入手，维护了

规律的普遍性，却忽视了规律的特殊性，违反了规

律的客观性。众所周知，特殊和普遍只是相对的

两个概念，特殊相对于普遍来说是特殊的，但相对

于其自身来说，特殊的存在又是普遍的，对应到周

延性规律上来说，出现这些单独的例子只是特殊，

但是相对于这些特殊本身来说，他们是大量存在

的，是一般情况，是普遍的。因此，人为地从主观

愿望出发否认规律的特殊性或普遍性违背了周延

规律的客观性，实际上就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

基本立场。而第二种解释人为地割裂了内容和形

式之间的关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和形

式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反映内容，二者对立统一，一旦离开了内容谈

形式，就堕入了形式主义的困境，而离开了形式谈

内容，就陷入了形式虚无主义的泥潭。相应地，在

一个形式为“所有 Ｓ都是 Ｐ”的逻辑判断中，都不
知道Ｓ和 Ｐ的具体内容及其外延是什么，何谈对
其外延进行断定？因而离开了具体内容谈一个逻

辑形式的周延性，是毫无意义的符号游戏。关于

周延性问题，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但就其存在

的客观性目前已达成共识，即周延性问题是客观

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对这一

问题的解释既要有辩证否定，又要有客观理性。

关于辩证否定，教师首先应肯定周延性问题的客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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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并说明教材中的周延性情况是不完善的，

但并不是错误的。其次是对学生所提观点应有所

“扬弃”，即保留发展和科学的观点，摒弃主观臆

断和非科学的观点，最后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

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解疑、释疑。关于客观

理性，也就是解疑、释疑的过程，教师首先应从学

科角度出发，阐明教材之所以选取部分周延性情

况和现行的三段论规则，是因为所选取的内容是

现阶段不存在争议的，普遍认可的，是已经形成定

论的“真理”，更能体现和服务整个逻辑学框架体

系，更有利于学生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素养的培

育。其次，教师应立足学生疑问，尽可能穷尽除教

材周延性情况之外的所有特殊情况，通过笔者梳

理，还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当性质判断中的

主项和谓项呈全同关系时，全称肯定和单称肯定

判断的谓项周延，如“所有的等边三角形是等角

三角形”“北京是中国的首都”的谓项均周延；二

是当性质判断中的主项和谓项呈真包含关系时，

特称肯定判断的谓项周延，如“有些人是男人”的

谓项周延。最后，在梳理清周延性情况的基础上，

可以向学生解释当三段论的大前提为同一关系的

性质判断时，是符合三段论规则的一种特殊情况，

因为当这种特殊情况出现时，无论小前提是肯定

判断还是否定判断，都可以得出正确结论。

综上，周延性问题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被赋予

了一定的价值，在教材中只呈现不存在争议的既

定“事实”，但这并不意味人为的主观臆断可以随

意地解释这一客观事实，即缺少辩证理性科学方

法指导的科学争论其结果必然是主观的、诡辩的。

要打破主观和诡辩的藩篱，就需要以求真求实的

科学态度为基础，以辩证理性的科学方法为手段

来诠释和论证周延性问题。因此，教师可以把握

周延性问题独特的价值，以解释周延性问题为契

机，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辩证否定和客观

理性的科学方法。

３　创新周延性教学，培育探索创新的科学
行为

新课标将高中思想政治课定性为一门“综合

性、活动型”学科课程，“综合性”主要体现在素养

培育内容的综合性上，而“活动型”则体现在素养

培育课堂的创新性上。设计并实施活动型课堂，

更好地服务于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是思想政治

课教师创新课堂教学的必然选择。周延性内容和

问题的教学作为培育学生科学精神素养的着力

点，创新课堂教学，搭建活动型课堂更有益于素养

的落地。而一个完整的关于周延性教学的活动型

课堂应当至少由“学”“议”“用”三个环节共同

组成。

“学”即学习周延性内容，获得必备知识，生

成科学态度。在活动型课堂中，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不能一味地只依赖书本中缺乏个人理解的

“惰性知识”，而更应该有意识地去挖掘素养本位

的“活力知识”，即教师通过对教材知识的理解，

将教材中的学科知识转化为贴近学生实际的生活

知识和激发学生兴趣的科学知识，以此激发学生

的个人理解，从而生成应有的科学态度。在周延

性内容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创生周延性概念，同

时将概念中的“断定”一词创新性地理解为“覆

盖”，从而引导学生对“覆盖”一词的形象化理解，

进一步明晰何为周延。在解释真值表的过程中，

通过列举大量的生活化案例和展示对应的欧拉

图，进一步将学科理论知识转化为生活知识和科

学知识，从而生成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实现与学

生经验融合，获得知识的反向迁移。

“议”即议清周延性问题，获得关键能力，掌

握科学方法；活动型课堂的有效实施关键在于课

堂活动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有效运用上，而

议题式教学和辨析式学习作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和高阶思维的配套教学策略，它更强调以议题为

中心搭建问题支架，并借助一系列情境和活动引

导学生在议题讨论中对不同的观点分析、综合、评

价和创造，进而在观点冲突中运用科学方法作出

科学理性的判断与选择。因此，教师在对待周延

性问题上可以抛出“为什么一些案例会与我们书

本的周延性规则相矛盾？”的议题，这种悬而未决

的问题会将学生引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是教材中

被认定的“真理”，另一方面是与教材冲突的实

例，学生需要立足于这一两难性议题，运用辨析

的、说理的等多种论证方法多角度全面地认识周

延性问题，从而进一步分析和解决周延性问题。

而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充当“引路人”和“发现者”

的角色，要一步步引导学生体验、探究、发现和建

构这一问题，同时需要及时发现学生的生成性问

题，教师要用辩证理性的科学方法及时对这部分

问题解疑、释疑，从而进一步引导学生将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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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化于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用”即运用必备知识和关键能力，获得必备

品格，外化科学精神。活动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堂就是通过系列师生活动和各类教学策略将学科

型和活动型课程的综合，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

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过程，科学的实践

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教师需要在学生明

晰周延性内容和周延性问题之后进一步将科学精

神进行提炼和升华，即可以从学科和科学的角度

作如下说明：“逻辑与思维”或者我们所学过的任

何一门课程，它是一门学科，但也同样是一门科

学。从学科的角度来看，每门课程都有自己独立

的学科体系，而教材中的周延性内容作为普遍认

可的内容，是更好地为这门学科服务，更好地实现

铸魂育人的学科价值。而作为一门科学，今天被

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或多或少都有它隐蔽着的

不足之处，因此，在未来的学习和发展中需要我们

不断思考和探索，以此来不断完善和创新。最后，

可以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请你课后了解我们当

地的发展都存在着哪些问题，你能为这些问题提

供你的解决方案吗？设计这一课后作业就是将科

学精神素养转化为一种学生自觉性的行为，在这

种自觉性的行为中能够秉持科学态度，运用科学

方法在矛盾分析和问题解决中践行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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