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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逻辑对科学研究、科学理性精神培养和民主法治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当前我国逻辑学存

在学科孤立主义、被边缘化、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混淆等误区，需要摆正逻辑学的地位和功能，消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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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界对“什么是逻辑学”还颇有争议，

但对于“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已基本

达成共识。亚里斯多德和培根的逻辑学专著就

分别命名为《工具论》和《新工具》，意为获

取知识的工具或方法。逻辑学其实就是一个方

法论的体系，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学习与

研究，对社会生活与政治实践，都具指导作用。 
一、逻辑学的价值 
（一）逻辑学对科学研究的价值 

科学方法是科学的灵魂，科学本身本质上

就是方法，它不局限于把已知的知识总汇起

来，还教人们如何去获取新知识。近代科学方

法论巨匠 F·培根融合逻辑理性和实验理性，

建立了系统的科学归纳法；笛卡尔继承并发展

古希腊以来的理性演绎方法而得以开启近代

科学大门；伽利略采用抽象的方法，想象的方

法，逻辑推论的方法，弥补了实验条件的限制。

今天，逻辑学已发展为一个纷繁而系统的科学

体系，尤其是现代逻辑，已发展为一门与现代

数学相通相融的精确性科学，形成符号数学、

逻辑代数、模糊逻辑等多门数学分支，且与计

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结合起来。数理

逻辑，尤其是布尔逻辑，对计算机科学的产生

与发展的巨大作用。布尔逻辑是设计电子计算

机开关电路不可少的逻辑理论和方法，是电子

计算机硬件的基础设计方法，随后诞生的属于

逻辑学范畴的人工表意的符号语言、形式化公

理系统的方法，以及由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的

证明所发展而来的递归算法，都是研制计算机

语言、发展软件和扩大硬件功能不可缺少的逻

辑理论和方法。 
（二）逻辑学对提高国民素质的价值 

逻辑学有助于培养耐心细致、客观公正、

求真务实的品质。逻辑学的严格的规范性，有

助于人们自觉遵守和运用逻辑规则进行思想

和行动，使思想严密、表达准确，杜绝偏见，

摈弃恶习；逻辑学的精确性要求对同一问题不

可能存在多种解释，有助于培养科学意识和科

学精神。逻辑学方法有助于提高辨别是非和处

理问题的能力，在侦查破案、诉讼、行政等方

面，作用尤为突出。熟练掌握逻辑学，有助于

成为一个思维敏捷的人，可以提高学习、工作

与生活中的逻辑推理能力，在形形色色纷繁复

杂的现象中，快速准确抓住重点与要点，辨别

是非，果断处理问题，也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道

德修养水平。逻辑素养有助于提升人的客观公

证、坚持真理、坚持科学的品质，减少盲从与

非理性的成分。印度有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

IT 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位于世界尖端地位。印

度药物美价廉，已占有美国 20%的市场份额，

在 IT 产业和 IT 人才方面，它抢下了美国五成

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签证。何以如此？有学者指

出，印度国民中的受教育者由于深受其严格的

逻辑思维训练，故而在抽象思维领域特别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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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三）逻辑学对于民主法治方面的价值 

国家民主法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

客观上要求公民普遍具有较高的逻辑素养。如

果公民的逻辑素养普遍偏低，会制约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创新水平，制约综合国力的提升，也

制约民主法治化的进程。在立法环节，要特别

讲究逻辑。[1]在司法领域，逻辑为法律工作提

供分析工具。在执法与行政领域，系统、熟练

地掌握逻辑方法，对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与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

推动依法行政。“法律推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法

律实践活动，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司法，

甚至守法，都离不开法律推理。特别是在法律

适用阶段，法律推理几乎成为法官审判活动的

全部内容。”[2]从整个社会来看，一个人人讲

究逻辑、自觉逻辑地思维的社会，必然是一个

民主的社会。在逻辑水平高的社会里，人们在

思考问题时，依据的不是领导的个人权威或意

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

志，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逻辑判断与推理，服

从的只是逻辑地“必然得出”的结论。正如张

建军教授所言，“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

型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这是

逻辑学最根本的人文性质。‘逻辑精神’既是

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精神的基

本要素。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形式理性是科

学体系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石。”[3] 

二、当前我国逻辑学教育的误区 
（一）逻辑孤立主义倾向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在举国轰轰烈烈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热潮中，逻辑学界好象比教冷静超

脱，恍惚置身于现实之外，也极少对社会现实

问题从专业的角度予以研究或讨论，这是一个

不太正常的现象。当前很多学者、教师依然无

视社会现实，无视近些年国家公务员招录考

试、MPA、MBA、GCT、GRE 等大型社会考

试中非常强调考察逻辑思维能力的现实，一味

躲在象牙塔里从事着“精神贵族的游戏”，未

能有效实现逻辑教学研究与促进社会进步的

有效对接。这种现象可以称作“逻辑孤立主

义”。“逻辑学界的孤立主义根源于逻辑形式

主义，认为逻辑研究的是一种与事实真理或思

维内容绝对无关的纯粹形式。逻辑形式主义使

逻辑学界安于与中国当代文化思潮绝缘的状

态，因为从这种观点出发，必然得出逻辑与思

想文化无关的结论。”[4]逻辑孤立主义对现实

社会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不能对社会经济文化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反过来也严重制约了逻

辑学本身的发展，使逻辑的生命力萎缩，后果

非常严重。 
（二）逻辑学教育已步入边缘化境地 
一是逻辑学课程不被重视。在国外，逻辑

教育一直被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受教育者的素

质教育。在我国，逻辑教育基本没有得到应有

的重视。中小学教育中基本没有逻辑知识与方

法的传授。大学教育中，无论培养专门逻辑学

人才还是作为通识课，逻辑学都面临边缘化的

困境，逻辑学的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不断滑坡，

不少高校将逻辑课由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学分

数也在减少，有的甚至干脆取消逻辑学。受课

程地位下降的影响，高校逻辑学教师的师资队

伍不断减少，造成逻辑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就

业难，直接影响了逻辑学专业的普及和深层发

展。十分明显，逻辑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是部分逻辑学教师不够专业。有些逻辑

学专业学位点的部分教师没有受过高深的逻

辑学专业训练，仅靠发表几篇相关论文，或者

是数学基础较好，就半路出家转行做逻辑学硕

导甚至博导，有的是数学或计算机专业的教师

兼职做逻辑学教师。在逻辑学通识课教育方

面，不少教师只是在本科期间学过一点传统逻

辑，或者是参加过逻辑短期培训班，逻辑专业

知识与素养贫乏，不成系统，缺乏进行高层次

逻辑研究的专业基础。 
三是逻辑学研究困难重重。一是科研项目

方面。从近年国家社科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这

两大权威科研资助基金的立项课题来看，逻辑

学方面的项目少之又少。教育部课题以及其他

各级各类科研资助项目中，逻辑学课题获得立

项的比例非常低，造成逻辑学教师因为得不到

高级别课题支撑而生存危艰，不少教师不得不

转行另谋出路。二是科研文章发表方面。至今，

我国还没有一个专业性的逻辑学专业杂志，逻



 
 
 
20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辑学文章不得不挤到《哲学研究》、《自然辩

证法研究》等哲学类杂志去发表，因而每年的

文章录用数量相当有限。三是科研获奖方面，

从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的科研奖项来看，

逻辑学很难谋取一席之地，绝大部分奖项都放

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与社会现实问题联

系较密切的“显学”上去了。四是逻辑学学位

点方面，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比较少，而且

招生普遍比较困难。 
（三）教材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 

一是逻辑学教材数量较少且应用性不够

强。目前，国内约有几十种版本的逻辑教材，

“虽然缩短了与发达国家同类教材的差距，却

仍然不尽如人意”。[5]一是逻辑学教材数量偏

少，二是质量总体不够高，三是应用性不够强。

近 10 年来最成功的本科逻辑学教材当数高教

社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逻辑学教程》，

迄今已发行逾三十万册。该教材有很多优点，

但在重视理论性的同时稍微有点忽视了应用

性，特别是作为通识课教材，对于帮助学生参

加公务员招录考试、工程硕士入学考试、公共

管理与工商管理入学考试、美国 GRE 考试的

现实针对性显得不够强。 
二是逻辑学教材普遍重理论轻实践。很多

逻辑学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内容论述上都存在

理论性倾向明显，而对实践领域很少涉及。比

如对侦探、法律、医疗、商务、管理等领域的

应用逻辑研究不够，因而没有开发出比较具有

针对性和专业特色的应用逻辑学教材，造成很

多不同专业都用同样的逻辑学教材，缺乏专业

针对性与实用性。 
三是逻辑学教材与各种社会考试对接不

够。美国三大著名的考试“GRE、GMAT、LSAT
等的综合能力测试最应当引起关注的两个理

念是：第一，具有一般可比性的逻辑思维能力

是存在的,在评价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时,此种能

力的差异比知识的差异更有意义；第二,不仅知

识的差异可测试,而且此种能力的差异也可测

试。”[6]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尝试在

MBA 招录考试中借鉴引用美国的考试模式，

试题中包括 50 道测试考生逻辑思维的题目。

后来，在 MPA 和 GCT 联考、公务员（含事业

编制、领导干部选拔）招录考试中都包含几十

道测试逻辑思维水平的题目，这对于我们高校

逻辑学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信号与导向。遗憾

的是，大部分逻辑学教师都没有去深入研究这

些大型考试中的逻辑考题，也很少有逻辑学教

材在这方面予以充分的关注。 
（四）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混淆 
国内逻辑学界对于逻辑学教育的内容上

争论剧烈，比较典型的有“取代论”和“吸取

论”。“取代论”又有两派，一派认为应该取

消传统逻辑和普通逻辑，用现代逻辑取代传统

逻辑，时下刚兴起的另一派主张用“批判性思

维”课程来取代普通逻辑和现代逻辑。“吸收

论者”主张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逻辑

的一些内容，有些调和或折衷的取向。 
其实，以上争论是混淆了专业教育与通识

教育的结果。“逻辑学专业教育的对象是对口

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重点是研究生；而逻

辑学通识教育的对象是不同专业（至少是一个

大学科群不同专业）的本科生。逻辑专业课与

逻辑通识课有着不同的教学目标。逻辑学专业

课的主体是现代逻辑课程群，其中最重要的基

础课程是一阶逻辑与模态逻辑。”[7]逻辑专业

课的主要目标是培养逻辑学专业领域的专门

人才，以承担逻辑学的前沿研究与高等教育工

作。而逻辑学通识课的目标是提升学生的基本

逻辑素养，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逻辑方法，

以便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与生活中能够自觉地

运用这些方法提高效率与品质。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需要掌握的绝对不

是高深晦涩的逻辑理论知识或符号系统，而是

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对于这些方法的载体是

形式化的还是非形式化的关系不是很大。明白

了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所谓“取代论”主要

是在专业教育方面应予强调，而在通识教育方

面，应有多种载体来达到逻辑方法的大众化。 
三、改造我国逻辑学教育 

（一）摆正逻辑学的地位和功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科分类中，逻辑是

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并列

的七大基础学科之一（属于一级学科），在其

“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命名法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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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将逻辑列于众学科之首。英国“大不列颠

百科全书”更是将逻辑学列在五大学科之

首。从古希腊逻辑学创立以来，西方国家

一直普遍重视逻辑学的研究与教学。当务之

急，国家应该正确认识逻辑学的地位和功能，

在“十二·五”教育规划中应该进一步提升逻

辑学的地位。第一，把逻辑学作为独立的一级

学科，改变目前隶属于哲学学科的尴尬局面，

并加大经费资助力度，在一级学科层面建设学

位点；第二，高校文科类专业应该普遍开设逻

辑学通识课程，哲学与理工医农类专业应该普

遍开设数理逻辑等现代逻辑课程。第三，进一

步改革考试制度，加大逻辑思维水平测试在研

究生入学考试与各类社会考试中的权重。长期

以来，我国研究生招录考试中，总是着重考查

具体专业知识，而对于逻辑思维能力却疏于考

查。这方面应借鉴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研究

生招生考试办法，全国统考科目重点考察语言

（母语、外语）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数

学运算能力。在公务员、事业编制招录考试中，

应该继续保持近几年比较重视考查应试者的

逻辑思维水平的做法，让选拔出来从事国家与

政府管理工作的人员具有比较高效的逻辑思

维能力，从而促进其行政职业能力的提升。 
（二）加强专业研究与交流合作 
首先，要消除孤立主义，树立大逻辑观。

有些学者傲慢地坚持自己某些偏执的观点，一

味否定普通逻辑的价值，是值得商榷的。“普

通逻辑一直是被作为陈旧、肤浅、落后与保守

的代名词使用的，但问题在于，普通逻辑与逻

辑通识教育有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使

得要实施和推进中国逻辑通识教育，不得不时

时为普通逻辑辩护。”[6]我们当前不仅要重视

现代逻辑的前沿高端研究，也要加强逻辑基本

原理与方法的大众化普及，培养公民的基本逻

辑思维理念。“现代逻辑为哲学不仅提供了一

系列重要的理论和成果，同时也为其研究提供

了一系列重要和必要的方法”。[8]其实，不仅

哲学，而且在语言学、伦理学、美学、法学、

计算机科学和其他一系列学科领域的研究中，

现代逻辑手段都显得日益重要。“如果逻辑学

要获得更大的社会价值，就应该放弃片面性的

做法，坚持‘两条腿走路’，既重视形式化研

究，也要注重非形式化研究，并把逻辑研究与

实践结合起来。”[9] 

其次，加强专业的前沿研究。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逻辑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其

整体水平与国际逻辑学界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针对目前国内高校逻辑学师资队伍普遍比较

薄弱的现状，应该加大专业逻辑学师资的培养

力度，扩大逻辑学学位点本科生、研究生的培

养规模；加大“请进来、走出去”步伐，让更

多的逻辑学教师有机会走出国门去访问交流，

调研国外经验，同时尽可能地引进国外专家学

者前来给学生授课讲学，使国内的逻辑学研究

与教学与国际高水平接轨。“在逻辑学研究中，

要采取拿来主义，大量吸收国外现代逻辑研究

的前沿成果，学习发达国家将逻辑与现代文化

接轨的先进经验，真正学会把逻辑作为哲学以

及其他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使之向其他学

科渗透。”[4] 
第三，更加强调各级逻辑学研究会的功

能，举办逻辑学研讨会，同时促成尽快出版逻

辑学专业杂志，建设专业性的逻辑学网站，促

进逻辑学的前沿研究、交流与协作。 
（三）促进逻辑学普及与应用，强化逻辑

学的社会功能 

第一，要把逻辑学同中外现代文化接轨。

我们要在逻辑学同中国现代文化接轨中，进行

跨学科研究，不仅研究与逻辑学有关的自然科

学问题，也要研究与逻辑学有关的人文社会科

学问题，特别是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关系重大

的问题，从而建立逻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

系，以扩张逻辑的生命力，使逻辑的分支得以

丰富和发展，[4]使逻辑应用于更广阔的范围。 
第二，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加强逻辑学教

学。要分层次进行逻辑教学。普通高校、成人

高校、中等学校分别讲授不同层次、不同内容

的逻辑学。[10]在专科学校可只讲传统形式逻

辑，在非重点高校开设国外目前比较盛行的更

具实用性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在重点高校则应

该开设《逻辑导论》课程，这种课程应该教给

学生关于逻辑学的一般观念，逻辑学发展到目

前为止的大致整体形象，一些基本的逻辑技术



 
 
 
22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1 

和技巧，及逻辑技术背后的思想和精神。[11] 

第三，进一步做好逻辑学的传播和普及工

作。一是抓住当前国家公务员招录考试、MBA、

MPA、GCT 等大型考试中普遍重视考察逻辑

思维水平这个大好时机，有针对性地举办各种

培训、辅导班，提升逻辑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二是出版普及性趣味性的逻辑学通俗杂志与

通俗读物，让广大社会成员有机会、有兴趣了

解或学习逻辑学的基本方法。三是各级社联应

该加大逻辑学基础知识与方法的普及工作，通

过设立科普性逻辑学课题、科普性逻辑思维讲

座等扎实有效的工作，让逻辑学走进社会公

众，改善公众的思维品质，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结语 

逻辑是民主与科学的“内核”。近代启蒙

思想家严复认为，逻辑学“为体之尊，为用之

广”，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2]

五四运动曾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

生”（科学）的口号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没

有过时。我们只有重视“逻先生”（逻辑）才

有望让“德先生”与“赛先生”真正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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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Logic Education in China 

LI Bao-g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Logic is of great valu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rational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and law. The author tries to reveal the problems of isolationism, marginalization, and confus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liberal 
education of logic, therefore considering the correspondent solutions: properly positioning the role and status of logic, 
eliminating the disciplinary isolationism, promoting the frontier research and advanc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logic.   
Key words: logic; liberal education; problem;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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