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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讲析 “提高宪法的国家根本

法地位”说法错误，应该是坚持宪法的国

家根本法地位，①排除。把宪法实施贯穿

到治国理政各方面全过程，提高党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的能力，④错误。②③说

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本题答案选C。

2.①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

发展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

要标志。②科学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能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

供法律保障，实现有法可依。③推进依法

行政、严格执法，能确保行政权在法治的

框架内运行，实现善政，助推现代化强国

建设。④严格公正司法，有利于维护好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以更高质

量司法护航现代化强国建设。⑤加快建

设法治社会有利于推动全民守法，为现

代化强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3.①矛盾具有普遍性。广东省承认

矛盾，直面问题，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养

老问题面临的矛盾。②主要矛盾对事物

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要着重把握主要矛

盾，坚持重点论。广东省聚焦全省老年人

最为关切的问题，抓住重点，探索养老实

践。③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广东省注重不同圈层老年人的不

同特点，分类施策，满足不同养老需求。

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普

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

现出来，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广东省在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指导下开创了

“湾区养老”“旅居养老”等新模式，坚持

了共性与个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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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讲析 材料旨在说明判断来

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并未体现判断和

语句的关系，①错误。判断就是对认识对

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由材料可知，判

断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是实践的反

映，判断必须对认识对象作出肯定或否

定断定，②④正确。依据社会实践作出的

判断并不都是真判断，③错误。

2.C 讲析 ①错误，甲乙二人只需

要有一人不知情就可以符合条件，因此，

未必是甲和乙都不知情。②正确，或者甲

不知情，或者乙不知情，只要有一项为

真，就符合“至少有一人不知情”。③正

确，如果甲知情，那么乙不知情，说明有

一人不知情，符合前提条件。④错误，至

少有一人不知情，说明甲可以不知情，乙

也可以不知情。

3.A 讲析 判断就是对认识对象

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即肯定认识对象

是什么、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或否定认

识对象是什么、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据

此可知，①②语句属于判断。③④既没有

肯定什么，也没有否定什么，不是判断。

4.A 讲析 ①③都是直接由概念

构成且不包含其他判断的简单判断，可

选。②④属于复合判断，不符合题意，

排除。

5.D 讲析 ①④句式虽然不一样，

但前后两句表达的意思相同，是同一判

断，可选。②③前后表达的内涵与外延不

一致，前后意思不一致，不是同一判断，

不符合题意，排除。

6.D 讲析 判断具有社会历史性，

“超越社会历史条件”违背社会发展的客

观性，①错误。判断的基础是社会实践，

在判断的基础上作出选择，②错误。“患

者“和“医生”作出不同判断,这说明判断

往往是因人而异的，③正确。漫画中患者

只注重物质，忽视精神，是错误的判断，

说明判断有真假之分，④正确。

7.C 讲析 “所有困难是可以克服

的”符合“所有 S是P”，是全称肯定判断。

“所有困难不是不可以克服的”符合“所

有 S不是 P”，是全称否定判断。“有的困

难不是可以克服的”符合“有的 S不是

P”，是特称否定判断。“这个困难是完全

可以克服的”符合“这个 S是 P”，是单称

肯定判断。

8.D 讲析 题干中“陕汽集团不但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且创造了汽车

生产的历史最高水平”的逻辑形式是“p
并且 q”，属于联言判断，③④属于联言

判断，符合题意。“对民事主体享有的民

事权利，国家机关除非有明确的法律依

据，否则都不得干预”的逻辑形式是“只

有 p，才 q”，为必要条件假言判断，①不

符合题意。“没看到显微照片前，人们要

么认为药物分子只能‘单着’，要么靠‘盲

算’揣测它们的结合”的逻辑形式是“要

么 p，要么 q”，属于不相容选言判断，不

符合题意。

9.D 讲析 A、B、C错误，D正确。

题干条件有：①仓廪实或衣食足→民知

礼节或知荣辱；②民知礼节或知荣辱，可

知国富或民强；③民强，可知百业兴；④
并非国富，并非百业兴。根据④并非国

富，并非百业兴否定了条件③的后件，也

否定了条件②的前件，逆否传递推出该

国并非仓廪实，并非衣食足。

10.C 讲析 ①错误，联言判断只

有各个联言支都是真的，这个联言判断

才是真的，它要求各个联言支的断定都

要与实际符合，材料中的判断所有联言

支都符合实际，是真实的。②④正确，材

料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既需要全党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和不懈

奋斗，……也需要构筑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作为软件提供核心支撑”，这一判断

的所有联言支都符合实际，来源于社会

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为真实的，有助于

人们对如何实现中国梦有更加周密的思

考。③错误，材料中的判断属于联言判

断，而不属于选言判断。

11.①这一判断肯定了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重要部署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之

间有影响关系，是简单判断中的关系判

断。②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要部署是第

一关系者项，我国经济发展是第二关系

方法是概括实践经验、初步发现客观规

律以及提出关于这些规律的假说的重要

手段。这就需要我们考察更多的认识对

象、分析认识对象与有关现象之间的因

果关系，避免“轻率概括”或“以偏概全”，

提高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可靠程度。

10.体现了类比推理。科学家利用

“苍蝇的身体发生倾斜或偏离航向，楫翅

就会扭转振动，并向苍蝇的大脑发出信

号，大脑会即刻调整有关肌肉，纠正偏离

的航向，保持身体的平衡”的导航原理，

成功研制出音叉式振动的陀螺仪，让航

天器可以模仿苍蝇自动纠正偏转的航

向，保持正确的轨道运行，正是利用了类

比推理这一推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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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讲析 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有利于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彻底废

除”夸大了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的

作用，①错误。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体现了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党的领

导方式有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

导，②错误。各地各部门对“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取

得了良好成效；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说明党和政府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地

按照客观规律行事，改进了政府工作，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③
④正确。

2.C 讲析 由材料“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长官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中

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表明我国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

式，中央享有最高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域享有高度自治权，②④正确。我国坚持

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原则，①
错误。材料体现的是中央与香港的关系，

没有涉及香港民主的广泛代表性、政治

包容性，③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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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讲析 人类对辩证思维的认

识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对

辩证思维的研究早在古代就有了萌芽，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

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在现代，辩证

思维学说不断丰富和深化，①④说法正

确。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黑格尔）创

立了科学形态的辩证思维学说，②错误。

古代人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把握世界

的整体发展和矛盾运动，③错误。

2.A 讲析 “火星探测需要综合考

察技术、天气、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这

体现了要从整体上着手，A符合题意。B、
C、D不符合题意，排除。

3.B 讲析 “牵一发而动全身”，体

现了辩证思维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和

思考问题，①正确。辩证思维是用联系、

发展、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和思考问题，

②③排除。“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

展，我们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中国方案”，这体现了辩证思维发展的

观点，④正确。

4.A 讲析 ③错误，认识的发展是

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从思维抽象到

思维具体的过程。④错误，“对已有的有

关事物功能的认识作了反向的思考”是

逆向思维的要求，而试题中毛泽东是在

对中国革命进行正向预测。①②正确说

法正确且符合题意，本题答案选A。
5.A 讲析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

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启示我们看问题、

做事情要有全局意识，分清轻重缓急，优

先解决主要矛盾，①②符合题意。材料并

未涉及“动态性思维”和“创新意识”，③
④与题意无关，排除。

6.C 讲析 将青蛙放入凉水中，然

后用小火慢慢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

到温度的变化，却没有立即跳出去而逐

渐丧失逃生能力。这告诉我们事物是运

动、变化和发展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

题，把握事物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②
④符合题意。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但矛盾

具有特殊性，事物之间存在明确界限，①
错误。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

的统一，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

方式，③说法错误。

7.D 讲析 正因为人的思维具有

动态性，所以人能够动态地看待“安”和

“危”，认识“危”的必然性。然而，不认识

“危”的条件、根源和前景，不采取措施，

就不能安之若素、泰然处之，②表述错

误，①符合题意。人的思维能够认识“危”

的条件、根源和前景，采取措施，做到一

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④符合题

意，排除③。

8.D 讲析 分析方法如果运用不

当，“只分不联”就会导致孤立、片面地看

问题。综合方法如果运用不当，也会影响

人们对问题的认识。这揭示了分析与综

合的相互作用，启示我们准确地理解分

析与综合的关系，正确使用分析与综合

的思维方法，③④符合题意。在实践中检

验分析与综合是否正确不是准确使用分

析和综合方法的注意事项，排除①。②中

“唯一”一词说法错误，排除。

9.D 讲析 分析方法要将注意力

集中在问题的“点”上，综合方法的注意

力主要放在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上，①错

误。要形成对事物正确的认识，必须把分

析和综合辩证地统一起来，②错误。分析

与综合密不可分，③正确。分析要采取正

确的方法，方法如果不当，就不能真正地

认识事物，④正确。

10.C 讲析 应是分析基础上的综

合，①排除。“研究发现该市护城河的微

生物含量高达 50%”，使用了定量分析方

法，③正确。“护城河水‘变质’本质上也

是环境污染问题”是定性分析，②正确。

综合分析结果得出结论是分析基础上的

综合，④说法错误，排除。

11.①客观事物是以整体的方式存

在的，要用整体性的辩证思维认识事物，

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体角度去思

考如何解决问题。②该医生只看到局部，

割裂局部与整体的联系，是一种形而上

学的思维方式。

12.①运用分析的方法，各地要根据

古旧村落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运用综

合的方法，协调好古旧村落周边自然环

境与人文环境的关系，构建和谐美丽的

古旧村落生态系统。②遵循适度原则，在

开发古旧村落时，要把握好“分寸”，确保

在自然环境承受范围内合理利用开发。

③要坚持辩证否定观，树立创新意识，树

立品牌意识，打造特色古旧村落，防止

“千村一面”。

高二选择性必修3答案页第2期思想政治
人教



2

第2页 第3页

中不周延，在结论中周延了，乙同学犯了

“大项不当扩大”的逻辑错误。这启示我

们应该坚持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

也不得周延的规则。③在丙同学的三段

论推理中，中项“青年人”在大小前提中

均不周延，丙同学犯了“中项不周延”的

逻辑错误。这启示我们应该坚持“中项在

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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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讲析 为应对我国当前经济

面临的一些挑战，我国采取稳中求进的

措施，这说明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我

们要按规律办事，D符合题意。运动是无

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A错误。静止是

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B错误。运

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的唯一特性

是客观实在性，C错误。

2.A 讲析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

用有利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优化顶

层设计，①符合题意。牢记初心使命，满

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优化顶层

设计的根本动力，牢记初心使命有利于

优化顶层设计，②符合题意。依法执政是

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③说法错误。

“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是党的先进性建设

的思想基础，④说法错误。

3.B 讲析 我国经济在波浪式发

展、曲折式前进中展现出巨大的韧性和

潜力、长期向好的大势，说明事物发展的

总趋势是前进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①
符合题意。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

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②说

法错误。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矛盾双

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同一

性和斗争性之间不能相互转化，③说法

错误。“我们统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我国经济总体

回升向好”，说明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

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④符合题意。

4.C 讲析 减税降费属于积极的财

政政策，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振

企业发展信心，进而激发市场创新创造活

力，②正确。发放企业技术改造提升补贴

有利于推动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淘汰落

后产能，从而深化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实现高质量发展，④正确。下调金融

机构存款准备金率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

额度，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而不是“融

资贵问题”，①排除。缩减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不属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③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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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讲析 本题属于反向选择题，

要求选择不一致的选项，牛顿从苹果落

地现象得出了宇宙的普遍现律，这是依

据部分对象的属性，推出该类所有对象

都具有该属性的推理形式，属于不完全

归纳推理。由选项内容可知，①②属于不

完全归纳推理，与不符合题意，排除；③
④属于完全归纳推理，符合题意。

2.B 讲析 ①④符合题意，“发现

不同病区虽然情况大不相同，但有一点

是相同的”，这体现了求同法，“他们又去

了甲状腺病不流行的地区，发现该地居

民的食物和水中不缺碘”，这体现了求异

法，由此可知，材料体现的推理方法是归

纳推理中的求同求异并用法，属于不完

全归纳推理。②③材料并未体现，排除。

3.A 讲析 A符合题意，B、C、D不

符合题意，如果我们所考察的现象出现

在多个场合中，而在这些场合中只有一

个有关因素是共同的，这个共同因素可

能就是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这种判明

因果联系的方法叫作求同法，它的特点

是“异中求同”。

4.D 讲析 ①中“结论一定是错误

的”说法绝对，错误。②中“就一定科学”

说法绝对，错误。不完全归纳推理是根据

某类认识对象中的部分对象具有或不具

有某种属性，得出该类全部对象具有或

不具有某种属性的归纳推理，因此它属

于或然推理；科学归纳推理分析了事物

之间的因果联系，因此它比简单枚举归

纳推理的结论的可靠性要高，故③④
正确。

5.C 讲析 自转和公转并不是生

命存在的根本条件，所以结论的可靠性

很低，C中的推理不可靠，A、B、D属于类

比推理，本题属于反向选择题，故C符合

题意。

6.C 讲析 要提高类比推理的可

靠性，我们应遵循以下原则：类比的根据

越多越好；尽可能寻找类比对象的本质

属性进行类比；前提中确认的属性不应

有与结论相互排斥的属性。由此可知，②
④正确，应选。①属于保证完全归纳推理

的结论真实可靠的条件之一，不选。③属

于提高不完全归纳推理结论可靠程度的

要求，不选。

7.D 讲析 演绎推理指从一般性

的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的推理，材料没

有涉及，①不选。求同法指如果被考察的

现象出现在多个场合中，而在这些场合

中只有一个有关因素是共同的，那么这

个共同因素与被考察的现象之间有因果

联系，材料没有涉及，②排除。通过模拟

方法进行仿生技术的研究，属于类比推

理的运用，同时也是一种或然推理运用，

③④符合题意，入选。

8.A 讲析 A正确，B错误，考察白

薯增产的原因，两块地的其他种植条件

都相同，只有一点不同，即是否用温水浸

白薯种，从而得出用温水浸白薯种是白

薯增产的原因的结论，这种方法叫作求

异法，属于从特殊的前提推出一般性结

论的推理，具有或然性，不能保真。C、D
错误，材料强调求异法，其推理结构正

确，前提和结论之间不能保真。

9.从考察若干具体事例中得出“当

人不能用眼睛控制行走方向时会转圈”

的一般性结论，哥尔特伯格运用了不完

全归纳推理方法。不完全归纳推理结论

断定的范围超出了前提断定的范围，前

提和结论的联系是或然的。但这种推理

者项，影响是关系项，未来是量

项。③这一判断是否是真判断，要

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12.“屡战屡败”与“屡败屡战”都是

省略了联结项的转折关系的联言判断。

“屡战屡败”，重在“屡败”，反映了“节节

败退，溃不成军”的狼狈相。“屡败屡战”，

重在“屡战”，反映了“忠心耿耿，顽强作

战”的场景。用“屡战屡败”来表述将招来

处罚，而用“屡败屡战”来表达将荣获

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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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 讲析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

的产物，纯粹自然的东西不能称为文化，

①错误。题干不涉及文化对社会和人的

发展的影响，且文化具有双重性质，只有

优秀文化才能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②不选。③④说法正确且符合

题意，本题答案选D。
2.①联系具有普遍性、客观性、多样

性。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利于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

多获得感。②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部分

的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的功能。京

津冀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京津冀

协同发展有利于中国经济加速转型升

级，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③系

统具有整体性、有序性和内部结构的优

化趋向，要求坚持系统优化的方法。调整

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有利

于形成京津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

互补、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4版
1.C 讲析 之所以重视演绎推理，

是因为推理结构的普遍保真性，能保证

从真实的前提推出真实的结论，掌握演

绎推理的方法对人们保持思维的严密性

具有重要的作用，②④符合题意。进行演

绎推理需要具备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是

真实的判断和推理结构正确两个条件，

①说法错误。形式逻辑研究演绎推理是

从推理结构方面揭示其前提与结论之间

的必然联系，③说法错误。

2.A 讲析 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

别性结论的推理是演绎推理，从个别性

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属于归纳推

理，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一般性结论或从

个别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属于

类比推理。由此可知，①属于演绎推理，

③属于归纳推理，①③对应正确。②属于

类比推理，不属于演绎推理，②对应错

误。④不符合推理的结构形式，不是推

理，④对应错误。

3.D 讲析 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思

维形式，通过推理人们可以获取新的知

识，深化已有知识，有利于知识系统化、

理论化，①④说法正确。学习推理，不是

为了诡辩，而是有利于驳斥诡辩、避免诡

辩，②与题意不符。实践才是检验思维的

根本标准，③与题意不符。

4.C 讲析 正确进行演绎推理的

条件是作为推理根据的前提是真实的判

断，推理结构正确。如果推理结构错误，

也就是说前提和结论的逻辑联系方式错

误，那么，尽管前提真实，也不能保证推

出正确的结论。“人要进行新陈代谢，猫

头鹰不是人，所以，猫头鹰不进行新陈代

谢”，这一推理前提是真实的，而结论错

误，说明推理结构错误，推理过程不正

确，C分析正确。A、B、D分析错误。

5.B 讲析 根据所学知识，形式逻

辑不研究每个推理所反映的认识对象的

具体内容，而是把推理结构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就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联

系方式，B符合题意，A、C、D说法错误。

6.A 讲析 A符合题意，B、C、D不

符合题意，牌子上的内容表明“懂几何”

是“入内”的必要条件，联结词是“不……

不……”。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不

能因此肯定后件，当然也不能因此否定

后件。因为当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

真时后件可真可假。所以只能推出具有

可能性的结论，即来的这群懂几何的人

可能会被允许进入，但也可能不会被允

许进入。

7.A 讲析 推理所依据的已有判

断叫作推理的前提，推出的新判断叫作

推理的结论，推理的结论是由前提推出

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的一种逻辑联

系方式叫作推理结构。由题干推理可知，

“所有的商品都是劳动产品”是推理的前

提，“商店待售的物品都是劳动产品”是

推理的结论，①③说法正确，“商店待售

的物品都是商品”不是推理的结论，而是

推理的前提，②说法错误。题干中这一推

理体现了前提和结论之间的逻辑联系方

式，④说法错误。

8.C 讲析 推理和判断是两种不

同的逻辑形式，但二者之间又有联系。推

理离不开判断，推理是由已知判断推出

新判断的思维形式，推理所依据的已有

判断叫作推理的前提，推出的新判断叫

作推理的结论，②④说法正确，①说法错

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一种判

断，不是一种推理，③说法错误。

9.A 讲析 前提真实的判断、推理

结构正确是演绎推理的条件，①②正确。

从一般性前提推出个别性结论是演绎推

理的内涵，③错误。推理结构可以不正确

是错误的，④错误。

10.D 讲析 材料所述的三段论是

无效的，因为“靠天吃饭是自然界的奴

隶”这一大项不当周延，起不到确定大项

与小项关系的媒介作用，由前提到结论

没有保真关系，①错误。“靠天吃饭是自

然界的奴隶”犯大项不当周延的逻辑错

误，而不是犯小项不当周延的逻辑错误，

②错误，③正确。“靠天吃饭是自然界的

奴隶”这一三段论违反“前提中不周延的

大项或小项，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的规

则，④符合题意。

11.（1）材料一推理的前提都是真实

的判断，推理结构也正确，前提和结论之

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它是一个正确

的推理。

（2）这个推理结构不正确，不具有保

真性。因为人们容易找到结构与其相同、

前提明显为真而结论明显为假的“反例”。

12.①在甲同学的三段论推理中，

“人民”这个概念在大前提中是集合概

念，指的是全体，在小前提中是非集合概

念，指的是个体，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

因此甲同学犯了“四概念”的逻辑错误。

这启示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三段论有且

只能有三个不同的项的规则。②在乙同

学的三段论推理中，大项“守法”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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