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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探讨
朱珏华，李 响

（西昌学院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摘 要：逻辑学是高校普遍开设的专业理论拓展必修课，属于思维科学，具有基础性、工具性特点。由于课程教育覆盖面广、培

养能力特征明显，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文章在分析逻辑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对逻辑学的思政目标进行探索，并

对逻辑学课程思政的路径构建进行研究，力求在逻辑学知识能力教学中融入实事求是精神、科学精神、提升心理素质和道德素

质等教学内容，把提升思维能力的教学变为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的大智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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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Logic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ZHU Juehua，LI Xia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Xichang University，Xichang，Sichuan 615013，China）
Abstract:Logic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professional theory development widely offere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s a fundamental and instrumental discipline of thinking science. Due to its wide coverage in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ability training，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urriculum. Based on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ogic course，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goals of logic teaching and studies the path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integrate the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the scientific spirit，and the nurturing of good states of mind and moral⁃
ity into knowledge impartment and ability development. In conclusion，the teaching of improving thinking ability can be
upgraded into the teaching of great wisdom with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nature.
Keywords:logic course；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eaching goal；path construction

一、高校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之必然性

和重要意义

（一）高校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必然性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是高校

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2020年教育部明确指出要把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中，全面推进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要求课程思政要充分挖掘

各门课程内容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恰当地与课程

教育教学有机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

践活动，以推动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格

局［1］。围绕这个重大战略决策，按照“三全育人”的

要求，高校各门课程的教育者纷纷进行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理论及实践探索，并在不同专业的不同学

科课程思政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20年，教育部、中组部、中宣部、团中央等八

部委发文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学科教学体系，并

重点对理学、工学、农学、医学、艺术类等学科的课

程思政总目标分别做出指示［2］。逻辑学是研究人类

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和一些认识现实方法的科学，属

于思维科学，该学科不断丰富其理论并应用于实

践，为人类的思维发展、智能学科领域以及其他科

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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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能力具有全人类性、基础性、工具性、规范性

等特点［3］，这些特点对于课程思政的开展有一定的

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课程思政功能［4］，所以

在全面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大背景下，逻辑学作为

一门基础知识和能力性质的学科，进行课程思政教

学的理论及实践探索是教育者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逻辑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其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逻辑学课程主要讲授以传统逻辑为主要

内容、借助现代数理逻辑的符号化系统和一些判定

方法的整个逻辑学的基础理论，是高校培养学生基

础能力的课程之一。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思

维能力，通过理论的传授和规范化的思维训练，使

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自发上升为自觉，具有规范性和

科学性。目前，全国各类高校普遍在管理、法学、政

治、语言文学、教育等专业中开设逻辑学课程，有些

高校还把逻辑学作为通识课广泛开设［5］，课程的教

学覆盖面较广。

逻辑学课程知识具有明显的系统性、规范性和

严密性，不同思维形式、思维规律和方法之间的联

系非常密切，学科涉及的思维方法和能力具有普遍

适用性，“一个思维缺乏系统训练的人难以形成完

善的价值判断系统，也就难以有效地理解和分辨各

种观点和思想，容易盲从、迷信或产生谬误，难以对

观点或思想保持坚定的信仰”［6］。鉴于逻辑学的地

位基础、作用大、课程覆盖面广的特点，进行课程思

政教学建设和改革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1.可以提升学生的思维艺术素质

思维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

艺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一个具有高素质思维

艺术的科学家［7］，他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善于触类

旁通、跨专业学科思维；善于总览全局、洞察关系、

突破障碍、完成创新；尤其善于将逻辑思维与艺术

思维、灵感思维相结合，发挥灵感在科学发现中的

作用。逻辑学的研究对象、课程教学、课程应用本

身就具有提升思维能力的作用，但是课程教学内容

存在一定的抽象性、形式化特点，在数学化的公式

系统中增加鲜活的有感染性的思想政治元素，可以

丰富逻辑学的内容，增加生动性、吸收度、感染力，

帮助学生吸收专业知识、提升思维艺术素质。

2.更好地发挥逻辑学育人的基础性作用

逻辑学的基础性地位源于思维能力的基础性

功能，培根曾说逻辑学“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

之学”［8］。1970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学科分类

中，逻辑学位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在 1974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中，逻辑学位列七大

基础学科的第二位。2019年 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四十届会议宣布 1月 14日为“世界逻辑日”

（World Logic Day）。在逻辑学教学中增加思政元

素，课程的“育人”基础性更为凸显，为培养出“长知

识、增智慧、重科学、爱探究、高品德、强心理”的现

代化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3.加强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和宣传

实事求是既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需要

不断地在不同的学科中结合具体思维进行不同层

面的教育和宣传，进而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能

力，助力于培养出具有优良思维作风的智慧型人

才，逻辑学学习的科学思维方法、培养的科学精神

正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要求。课程加强思政教

学能引导学生从思维的角度来识别主观主义错误，

提高克服主观主义的思维能力，符合新时代克服主

观主义、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思维要求。

二、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探究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专业教育课程要根据不同

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的育人

目标，深度挖掘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

和精神内涵，科学合理地拓展专业课程的广度、深

度和温度［1］。不同课程在挖掘思政元素并将之融入

教学时具有一定的重点性和倾向性的。逻辑学课

程的思政目标是由课程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决

定的。

（一）逻辑学课程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

逻辑学课程的知识目标主要在于了解逻辑学

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规律、了解抽象思维的形

式、掌握各种思维形式的特点以及需要遵循的规

律、并学会基本的认识现实的逻辑方法。在进行知

识教学中，课程具有以下能力目标：第一、提高思维

能力，包括提高判断能力、推理能力、论证能力、批

判能力、创新能力等基本思维能力；第二、培养基本

学习素质，正确、规范的思维有助于提炼出科学的

学习方法，提高自学能力；第三、提高语言表达能

力，有利于写作以及口语表达的规范、准确、清晰，

提高表达能力和说服力；第四、提高基本的考试能

力，在涉及思维基本能力测试的测验中充分发挥思

维的功用，实现精准审题、快速判断和准确表达等

能力目标。以上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充分体现了

课程培养基础能力目标的特征，加之逻辑学与数

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密切的交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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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能体现其提升基本能力素质的育人目标，把

这个目标与思政教育结合起来，更能发挥课程为党

育人和为国育人的大目标。

（二）逻辑学课程思政以“真、智、理、慧、德”为主要

目标

基于逻辑学课程学习思维知识和培养思维素

养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可以分析出全课程总体

上贯穿了实事求是基本思想路线，能培养学生科学

精神、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需要的求真务实、心智健全、德才兼备的人

才，为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服务。

1.传导求真理念，贯通实事求是精神

真、善、美是人的基本品质，也是育人的基本目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真、善、

美品质的人才，课程思政同样具有传导真、善、美的

职责，但是不同学科的培养目标在三者中有一定的

侧重点，逻辑学的课程性质和内容主要传导的是

“真”的理念，要求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理性、科学地

认识，重点是要用逻辑思维规律来探求真理，识别

思维的真、假和不定值，分清思维的必然性和或然

性，学会科学推理和论证。

在求“真”的目标下，逻辑学对思维的真假进行

辨别，要求用思维规律来约束思维形式，讲究演绎

推理的有效性，追求归纳、类比和求因果方法等的

可靠度，对论证的方法进行科学规范等，课程的全

部内容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一贯坚

持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和具体方法论，

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具体要求并为避免主观

主义提供逻辑方法。主观主义是一种错误的思想

作风、学习作风和工作作风，更是一种错误的思维

作风，指一种从臆想出发、片面地、表面地、简单地

而不是客观地、全面地 、本质地、综合地看问题的思

维作风。主观主义违背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

科学原则，导致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脱离实际，不能

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情况，更不能指挥大脑正

确决策。主动把思维知识用于思维作风建设，避免

主观主义是学习思维科学的一个任务，逻辑学课程

思政教学能教育学生学会科学思维，培养理论联系

实际的学风，努力学会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维

方法，养成实事求是的思维习惯，帮助学生提高科

学认识、科学分析、科学总结以及科学管理的能力。

2.提升智慧能力水平，培养实际创新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学执政和科学治理，历

来重视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重视人才的“智能”

培养。在学校培养目标中，“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是教育的共同目标，是党和国家历来坚持的教育方

针，与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目标一脉相承，教书育人

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备“德智体美劳”的基本素

质。逻辑学重点培养的是“智”，重在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智慧型人才，同时结合

中国智慧来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信。

逻辑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都在传导具有家国

情怀的大智慧思想和价值元素，在教学中，需要根

据不同思维方向的推理论证的要求和目标来挖掘

其中的精神元素和能力元素，养成学生科学思维、

严谨思维的习惯，也能启迪学生的科学创新思维精

神，养成不断创新和勇于创新的良好习惯。教导学

生用科学思维指导科学决策、指引科学行动。在教

学中灌注智慧理念是搞好现代化教育建设的前提

条件，逻辑学课程思政目标之一就是教育学生用智

慧理念来助力于成才、用智慧实力来实现理想

抱负。

3.用科学思维指导心理，提升心理健康素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心智健全

的人才，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

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

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状态［9］。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心理健康问题，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指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提

出要“加大全民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心理

健康素养。”为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2017年国家

卫生计生委、中宣部、民政部等 22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对加强心理

健康服务提出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加强心理健康

的知识普及和基础研究。高校课程教学都有提升

学生心理健康素养的基本要求，逻辑学的知识和方

法更具有提升心理健康素养的促进作用。

思维科学与心理学密切相连，从不同的角度对

人类的思维形式和规律进行方法论研究，思维的正

确性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条件，思维上犯逻辑错误，

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的出现。学习思维知识、提升

思维能力，同时融入提升心理素质的元素，把思维

规律与心理健康联系起来进行教学，可以提升学生

正确认识和看待生活、面对挫折时能理性分析、科

学分析并具有积极心态的能力，培养出有健康心理

和聪明智慧相结合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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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正确“三观”的形成，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正确的“三观”能使人聪慧，具备“慧”的气质。

作为研究思维的逻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更是

密切相关，虽然逻辑学和哲学研究现实世界的层面

和角度不同，但是二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上具有高度融合性；都遵循客观规律，追求“真”，探

索求真的方法；都研究科学认识世界的方法，教人

用普遍联系、变化发展的眼光来认识自然和社会。

因此，逻辑学教学教育各个环节都能结合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原理进行融合式教学，从思维

的角度来诠释和巩固学生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来

认识世界和分析世界，帮助学生树立和巩固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哲

学思维的“慧”治人才。

5.追求至高品德，提升思维效率

思维科学需要遵循思维规律，但是很多具体的

思维实践中，遵循科学规律是以品德因素为前提

的，“科学思维方法+崇高品德”是正确思维引领行

为的必要条件，“良好的主观愿望+科学的方法”方

能提高思维的效率和实践的成功率。有的思维方

式单纯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具有一定的公式化特点，

在付诸实践过程中却存在操作的难度，技术操作需

要科学支撑，主观意愿涉及品德因素，尤其是思维

指挥行动遇到困难的时候，克服困难的决心和毅力

更需要崇高品德来推动。必然性推理讲究前提真

实和形式有效，追求前提真实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

程。或然性推理需要尽量提高结论可靠性程度，需

要尽量增加被考察对象数量、尽量扩大被考察对象

范围，尽量搜求反例等。追求推理有效性和可靠性

的过程都需要思维者具有不懈努力的毅力、勤奋刻

苦的品德、勇于自我否定的胆量、丢掉自私之心的

大义、敢于牺牲的精神，这些品德的因素需要在进

行逻辑学教学中进行浸润。可见，在讲授各种思维

形式、规律和方法中，融进相应的品德要求因素，对

于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三、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实现的路径

构建

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实现路径需要教

师积极进行观念引入、思政素养提升、课堂思政教

学的科学设计、教学方法创新等维度的构建，在课

程的知识教学、实训活动及实践应用整个系统化过

程中，不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构建出一条以

“教育者观念+知识+素养”为前提、以精心的课程教

学设计为载体、以高超的教学艺术为方式的全过程

系统化路径。

（一）全面转变逻辑学专业教师育人理念，提升思政

教育素养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力军”，教师要有主

动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守好一段渠、充当大先生的

观念和素质，主动转变观念，认识到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的重大意义，还要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政教

学探索和创新的实践，不断地丰富教学内容、改进

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技巧，提升教学效果，达到让学

生长知识、长能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相结合的育

人效果，真正实现为党育人和为国育人的目标。

逻辑学专业课教师除了要认识到课程思政的

重要作用、积极意义以及要在实践中真正实现课程

思政外，还应提升自身素质，尤其是提高政治素养

和人文素养［10］。鉴于逻辑学教学具有抽象化、形式

化、系统化等特点，课程教学对教师的要求很高，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和创新对教师的要求就更高了，逻

辑学教师要有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求真探索、严谨

严密的科学学习精神，不断提升自身思维素养；还

要学习新技术，进行教学创新探索和实践，储备逻

辑课程思政案例，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能力；具有

爱岗敬业、言传身教品德，不断提高自身的品德修

养；还要主动加强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提高个人

的思想政治理论修养，提升教师的人格魅力等来影

响和引领学生。

（二）按照课程思政目标精心进行教学设计

1.精心设计好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方法

充分的课前准备与高超的课堂教学艺术相结

合才能实现教学目标，上好一门课，不但需要教师

个人的意识和能力，更需要精心设计课程教学大

纲、教学进程、教案、PPT、练习题等教学材料，课程

中的每个案例、讲解、论证、分析，都需要教育者在

课前进行精心准备。要实现逻辑学的课程思政教

育，在教学材料中不着痕迹地融入思政元素，需要

教育者在不同的章节内容中设计不同的思政重点

元素，有意识、有计划、统筹地把智慧教育、自信教

育、品德教育、创新教育和情感教育融合起来，纳入

逻辑学课程教学中。

在逻辑学的教学设计中，可以通过对中国古代

逻辑学的介绍，让学生了解中国人民的智慧，深刻

领会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增强民族自信心

和文化自信心；对近现代中国逻辑学的简单介绍

中，重点介绍逻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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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应用，强调科学的发展需要国家独立、自强、繁

荣的背景，自我发展才是科学文化发展的内生动

力。在讲解概念、命题、推理等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的各个章节中，融入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元素的

教学规划。

2.努力选取具有思政元素的教学和实训案例

逻辑学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形式化，教

学中如果要让学生充分领悟思维的形式、规律和方

法，案例教学法是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思政元素

的融入便可在案例的选取上动脑筋，用生动的案例

来体现出课程的思政目标。课程内容强化思政渗

透，突出人文性［10］，科学地选择有思政元素的案例，

既讲解逻辑形式和规律，又在无形中进行思政教

育，让学生把思维的艺术与思想政治素质结合起

来，既提高了思维素质，又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

在逻辑学教学中，在选取各种思维形式和思维

规律案例时，尽量选取具有科学性、智慧性、榜样

性、励志性等的案例，体现地方性、民族性、时政性，

把一门基础智慧性质的课程打造成“育智+育信+育
德+育新+育情”相结合多目标课堂。

讲思维分类的时候，选取我国著名科学家善用

思维的榜样，教育学生善于把不同类别的思维融合

起来进行创新；讲“归谬法”，选取著名科学家、革命

领袖、民间智者等的归谬智慧案例；讲定义、划分、

概括、限制、求因果五法等逻辑方法的时候，选取党

史、改革开放史等“四史”中鲜活的案例，加深学生

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认知、对改革开放历史必

然性和意义的认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丰富内涵的认知。通过教育者精心的设

计，逻辑学的每一部分内容中所选取的例子都能非

常贴切地反映出不同内容的思政元素，实现课程思

政教育的目标。案例的选取还包括在练习题、考试

题的设计中，让学生在做逻辑题的时候接受课程思

政的教育。

（三）提高教学艺术，多方面实现思政教学目标

逻辑学知识、能力、思政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

者的外部灌输，更需要学习者自身能动性的发挥，

教学中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挖掘学生的

思维潜力，需要在教学方法上下功夫。逻辑学思政

教学中，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法可以充分激

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搞好线上课程建设，做好学

习任务量化管理工作，在线上的练习和测验中，广

泛地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针对性教学。

线下课堂上利用教学软件进行教学，充分发挥软件

的互动功能，让学生参与教学，更能助推思政元素

的入心和入脑。充分利用网络大课堂的优质资源，

扩大学生的学习范围，领悟到更多的高品质教育启

示，扩大课程思政教育的领域。在实现逻辑学课程

思政教学目标中，还可以使用翻转式、启发式、学术

参与引领式等教学方法来实现教与学的结合，提升

教学“授人以渔”的效果。

四、结语

思维的高效率是能力高效率的前提条件，搞好

高校逻辑学课程思政教学探索和实践是时代的召

唤、国家的要求，意义重大且深远。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真善美”品质、“德智体

美劳”兼具的人才，逻辑学课程传递着“真、智、理、

慧、德”等思政目标，需要教育者多维度实现。逻辑

学课程思政理论的探索和教学实践成果的丰富会

越来越实现这门学科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思政

目标，更能实现课程的立德树人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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