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精选8篇)
通过读书心得的写作，读者可以培养对文学作品的欣赏和鉴
赏能力，开拓自己的文化视野。勇于改变：在这次培训中，
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和提升的方向，下面是我的一些心得和
体会。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当初上逻辑课，也是奔着学分去的。然而在逐步的学习过程
中，老师生动的举例，多是涉及到我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让我觉得，哲学并没有想象中的乏味于枯燥，逻辑与生活并
不是完全割裂开来的。生活离不开逻辑，逻辑也渗透在生活
的各个层面。

哲学家喜欢喋喋不休，所以很不愿意沉默，哪怕前面是
块“坚硬的石头”，并没有办法给出进一步的理由。这样，
问题出现了。在理性的尽头，哲学家要么会给出一个或者几
个所谓“自明”的公理——这是独断论；要么因此而怀疑一
切理由，声称一切都是虚妄——这是怀疑论。这似乎是大多
数人对逻辑的深刻印象。

逻辑学是研究用于区分正确推理与不正确推理的方法和原理
的学问。”正确推理的界定有着许多客观标准，而如果不了
解这些标准，也就无法运用它们。逻辑学研究的宗旨，就是
发现并塑述这些标准，使之能够检验论证，把好的论证与坏
的论证区别开来。我知道这才是学习逻辑的最终目的，习得
知识并运用到实际活动中指导我们的生活与学习，也算是拥
有了一份比别人更睿智的理性，在问题的分析上，我们会更
占优势。因为在某些问题上，主观感官直觉做出的判断也许
就是片面的，被蒙蔽的，而在这种时刻就应当辅助以逻辑的
敏锐思维，丁是丁，卯是卯，不允许有丝毫含糊的地方。我
认为这是严谨求精的态度。



通过学习，我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都得到了改变。比如通
过逻辑三段论的判断方法，判定一个论证的有效性。否定后
件式，肯定前件式，纯假言三段论等等，都是帮助我们全面
理性分析问题的向导。以我们身边的事情为例，大学中多有
辩论比赛，主办方所定下的论题，则是利弊兼有，或是被称
作模棱两可的题目，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获得不同的结论和观
点。据我的观察，在辩论的过程中，辩手多采取偷换概念或
者层层嵌套的论述方法，一步步把对方绕晕，以小的意义覆
盖大的意义，就如逻辑命题中的某些名词一样，在此句中的'
意义要小于在彼句中的指示含义。一般没有经过逻辑训练的
人，也许真的会哑口无言，在自己还在诡辩中挣扎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输给对方了，因为凭主观直觉上，我们无法推翻
别人的断言，或者对其提出反驳，因为没有逻辑的思维，我
们是无法抓住出错点的。如果具备了逻辑的知识，完全可以
抓住对方的蛛丝马迹，陷其于自相矛盾、举例不当的尴尬境
地。对方如果采用逐步论定的结论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用验
证逻辑论证的方法，比如前面提到的否定后件式，看他是否
犯了肯定后件的谬误，这样一来，对方想耍思维上的小聪明，
对我们来说也不过是黔驴技穷罢了。

还有逻辑作业，我觉得基本上很少有人是真心愿意写的，多
是为了学分和成绩吧。但是在做题的过程中，我逐渐感受到
了学习的兴趣，体会到了逻辑的魅力。老师选的题都是很有
代表性的，而且可以使我们在做题的过程中反复复习课上学
习的知识点，并以做题的方式进行应用实践，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通过举与原题形式一致的反例来推翻原命题，通过一
个生活中大家熟知的常识来推翻看似晦涩的哲学命题，确实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一件事。学习逻辑的过程亦是发现惊喜的
过程，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你也可以通过知识来推翻伟大学
者曾下过的断论，李老师也说过，并不是所有名人的话都是
对的，包括伟大的哲学家，我们通过逻辑论证也可以对其提
出质疑。

再者，我真的很喜欢逻辑学老师。声音很有磁性，他身上有



种很令人敬佩的魅力，不单单是渊博的学识，还有他的授课
方式，他的讲话语调，都让人觉得亲切。就像一个磁铁，吸
引着你在逻辑的海洋中吸取无尽的知识，欲罢不能。

所以说，一个学了逻辑学的人，比之一个从未思考过推理原
理的人，其进行正确推理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首先因为学
习逻辑学可以习得许多检验推理的正确性的方法，能够更容
易地识别推理错误，从而使这些错误不容易在推理中滞留。
在这些被识别出的错误中，有些普通的推理谬误，或所
谓“自然错误”，是只要把它们充分弄清就很容易避免的。

没有逻辑，而只凭主观感觉的分析是自我盲目的情绪与分析
的产物。这种盲目地分析，与逻辑背道而驰。而我们在生活
之路中，需要分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是无法避免的，所
以说逻辑与我们的生活是统一的，也是一体的。逻辑是关于
正确思维的理论，它必然与人类为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逻辑是人们言语交往的工具，
是人们求知的方法，是人们理性的支撑点。我觉得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良好的逻辑思维素质，就不可能有健全、成熟的理
性，就不可能积极有效地认识世界，也不可能进行成功的交
际。一个没有良好逻辑思维素质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所
以这学期学习逻辑是很必要的，也是十分值得的。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一年多空闲时间大多在读书，所以产出不多。

但有趣的是，应该有一半原因是受到了显示器的影响，这是
我最近发现的。34寸的带鱼屏，从开始就调整缩放为125%，
一直在用没有感觉不对，字体非常清晰。现在回想，写代码
感觉并不太对，用1080p的显示器，才对了。甚至动了
买1080p组屏来替换2k屏写代码的念头。最后怎么解决了，
缩放调整到100%。



读书过程也有不少阶段。

最开始只读，书读的很快，读的过程中感悟也很深，但基本
都忘掉书里写的什么了。

然后边读边记整理，但更多只是将我认为书中重要的知识点
进行摘录梳理，“百科全书”，一半时间都在“重复"，时间
性价比很低。

上述两种方式本质是相同的，没有记忆。一个无即是无，一
个多即是无。

再然后边读边划重点，只记录让我有印象深刻的知识点，笔
记时间大幅减少，但笔记质量更高。只是感觉还是缺了些什
么。

现在慢慢尝试进行一些总结，也就是小时候的'读后感，其实
所需不多，一两句话，甚至一两个词都比之前上千上万字
的“笔记”有用。

回归标题中的这本书。

这本书简洁清晰，内容不多，读起来比较轻快，称得上“简
明"二字。前半部分是中文译文，后半部分是英文原版，目前
只读了译文。如果不多接触逻辑学方面的知识，也许会有些
不容易理解，推荐先读读《简单的逻辑学》，了解演绎推理
和归纳推理、有效和正确等。这本书较《简单》更加“逻
辑”，此外包含了数学知识，比如真值表，概率，期望值等。

整本书我个人认为有一个比较核心的内容点，就是“情形”，
可以理解为条件、前提、环境、界限、范围、影响力。逻辑
是否成立，取决于所处情形，某些时候是对的，某些时候是
错的，核心与环境的互相影响。



最后有一本书是我这段时间中，觉得最完美的一本书，非常
美，总结并不多。且听下回分解。简单的读后感。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世事运行皆有规则，个人行为处事必须符合社会公认规则，
否则则会被社会所排斥。那么什么是社会规则？如何符合这
些规则？在我看来，这些规则实质上就是逻辑的表现形式之
一。常听人言，某某说话不合逻辑、某某行为不合逻辑。其
实就是说某某说话行为不符合社会规则。进而言之，窃以为
逻辑是社会规则的上位概念，逻辑不仅涵盖社会规则还包括
自然运行规律，有点类似中国古代所谓的“道”，是万事万
物运行的规律。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三点理由：一是从逻辑表现方式看。逻
辑最重要表现是推理，表现为从一个结论推出另一个结论。
这和社会发展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也总是在已有的基础上
产生出新的社会形态；也和自然界的发展相一致，新的事物
总是在已有的事物基础上产生。二是从逻辑的基本原理看。
逻辑最主要定律有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和同一律。
无论是人类社会规则还是自然规律无不契合这些基本原理，
不能违反这些原理。三是从抽象程度看。逻辑更为抽象，涵
盖更为广泛。社会规则和自然规律往往是具体的.，而逻辑是
基本原理，涵盖两类事物。所以逻辑是规则和规律的上位概
念。

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社会规则、自然规律成千上万，
不同领域有不同领域行为规范和客观规律，个人难以面面俱
熟，但逻辑不然，是完全可以通过训练掌握。掌握逻辑即是
掌握了一把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金钥匙。一方面运用逻辑增强
自己思维表达能力，推进人类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另一方
面逻辑又是检验自己言行是否正确的'客观依据，促进自身合
乎规则。那么如何掌握逻辑这一工具呢？大量阅读相关书籍
和进行逻辑训练是惟一的捷径。在众多的逻辑学著作中，美



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教授d.q.麦克伦尼所著《简单的逻辑
学》，则是其中的翘楚。

这本书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有关逻辑的准备知识，告
诉读者什么是逻辑，逻辑与语言的关系。第二部分讲逻辑的
基本原理，主要讲逻辑的基本定律。第三部分讲逻辑学的语
言，即如何论证。第四部分讲非逻辑思维的根源，也即是错
误思维的原因。最后一部分论证百逻辑思维的主要形式。

正如书名，这是本简单的书，只有薄薄的一百多页，不用半
天就能读完，但它却系统全面地把深奥的逻辑学知识讲得浅
显易懂。名为简单其实绝不简单，简单的是叙述的方式和扼
要的内容，关键内容却是谈的非常深刻，比如什么是正确的
逻辑如何做到正确逻辑，作者观点鲜明一针见血。本人以前
也曾经尝试读过一些逻辑学的书，但往往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但这本书却连续读了两篇才肯释手，实在是因为阅读此书让
人如沐春风、醍醐灌顶，真正体会大道至简。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在《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的开篇中，黑格尔陈述了形而上
学崩溃解构的事实――“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
就已经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黑格尔把形而
上学的这种解构归因于康德哲学，他认为康德哲学断定知性
不可超越经验，否则认识能力将变成只不过产生脑中幻影的
理论的理性，这种说法排斥了思辨的思维，并且迎合了世俗
智慧的需要。黑格尔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他用他
那独有的口吻说到：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
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在昏暗被驱散以后，也就是反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
劳作消散以后，存在好像化为欢乐的花花世界了，大家知道，



花是没有黑色的。”

接着，黑格尔论述了逻辑学的状况――与形而上学一样，逻
辑学的遭遇也是极为惨淡――虽然逻辑学由于其实用的缘故
而被容纳于科学之列，但是逻辑的形态和内容却在流传中逐
步被改变，并且，在科学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新精神也并没
有在逻辑中显出痕迹。

“假如精神的实质形式已经改变，而仍然想保持旧的教育形
式，那总归是徒劳;这些旧形式是枯萎的树叶，它们将被从根
株发生的新蓓蕾挤掉。”

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敏锐地看到，新的思想不由于害怕、由
于畏惧，仅仅只抓一个空洞的形式，而是迫切地需要材料的
加工和提炼。新的思想要获得并保持含蕴而未展开的原则。
也就是说，要使其原则成为科学。

而对于逻辑学这门科学，由于多年的工作也不能完成使它成
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的理想，所以黑格尔断
定，逻辑学要有一个从头开始的改造，其基本看法是哲学必
须从自身的内容的本性出发，由内容的反思建立并产生出其
内容的规定本身，而不能依靠其他的任何东西――“哲学，
由于它要成为科学......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学科，例如数
学那里借助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基于
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
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
的规定本身。”

在接下来的一大段阐述中，黑格尔阐述了这种观点的具体内
涵，论述了知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以及作为知性与理性的
更高层次――精神是如何从无出发而产生出有，又是如何从
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又从规定性中给予自己以自身
同一性的。只有沿着这个进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
的科学：“知性作出规定并坚持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



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产
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正如知性被当作一般理性分出
来的某种分离物那样，辩证的理性通常也被当作从肯定的理
性分出来的某种分离的知性，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精
神是否定物，这个否定物既构成辩证的.理性的质，也构成的
知性的质：――精神否定了单纯的东西，于是便建立了知性
所确定的区别;而它却又消解了这种区别，所以它是辩证的。
但是精神并不停留于无这种结果之中，它在那里又同样是肯
定的，从而将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但这却是一
般的东西，它本身是具体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东西被概况在
这个一般的东西之下，而是在进行规定及规定的消融中，那
个特殊的东西就已同时规定了自身。这种精神的运动，从单
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又从这个规定性给自己以自身同
一性，因此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
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我认为，只
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
论证的科学。”

紧接着，黑格尔论述了科学与逻辑的关系(他称之为“精神现
象学”)：一方面，意识作为具体的而又被拘束于外在的知的
精神，它的前进运动完全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粹本质的本
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己在途
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些之后，就变成了纯知，
纯知以那些自在自我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这就是纯思维，
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而纯知的自身运动也就是它的精神生
活，科学就是通过这种精神生活而构成的，并且也是这种精
神生活的陈述。

最后黑格尔提及了《逻辑学》在其哲学体系的地位：原本逻
辑学与哲学是一同作为《科学体系》(后改名为《哲学全
书》)的第二部分出版的，但是由于逻辑学不断的补充、扩大，
不得不使之独立问世，而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第一续编。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魔鬼的逻辑》是一本关于语言科学的精彩著作。简洁明了
的内容足以完全改变您的思维世界。深入阅读本书后，我觉
得自己比以前聪明得多。

实际上，逻辑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主题。只要您学会逻辑思考，
它就可以在学校和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情况下派上用场。正确
的逻辑推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已被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
对于如何区分正确逻辑和错误逻辑，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标
准。对话，推理和辩论背后的微妙之处是逻辑还是废话？
《恶魔的逻辑》毫不掩饰地揭示了21种逻辑谬论，并对待那
些不合理但始终合理的人。

每次我与某人争吵时，很明显对方在犯错，但我无语。当我
想报告情况时，我的心中显然有一千个单词，但是我无法组
织语言来流畅地表达。聊天时，我经常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
的人说错话，导致错误的'结果。但是当我认真阅读本书时，
我仍然可以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对待这个人，并且可以向老师
报告我的想法，并且可以与我的同学谈论他感兴趣的内容。
使更多陌生的学生成为我的密友。

老实说，看完这本深奥的书，我真的感到与众不同。好像整
个世界已经完全更新了。这似乎也使我受益匪浅。它给了我
比以前更多的知识。我现在不仅在逻辑上思考和有条不紊地
讲话，而且我现在也可以学习和销售，并将我学到的知识和
方法运用到生活中。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六

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三段论推理，以后的日子，用易经推演，
用逻辑学推理，相辅相成。

北大的时候，王强选修了一门课程，叫《形式逻辑学》，当



时，整个北大选修这门课的人只有3个人，其中包括王强。王
强说，当时上课的女教授说的一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这
句话就是：逻辑学是门推理的科学，你们很聪明，选修了这
门课，逻辑学对你人生最大的作用就是：当你的人生需要获
得重大结论的时候，你可以省去人类千百年来积累的推理过
程，可以直接从前提推到结论。

当年王强出国，到了加拿大留学，他想选修计算机，但从性
价比上来说，在国外读本科要4年，需要花4年的钱，读硕士
只要2年，只花2年的钱。所以读硕士是性价比最高的。但是
他没有任何计算机的基础，他面临两难的选择。此时，王强
想到了他选修的逻辑学课程，他把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即：
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用在了这个选择上。他说，面对这
种情况，大前提是：计算机是人发明的；小前提是：人一定
能学会人发明的东西；由此，他直接推出结论：王强一定能
学会计算机，或者是王强不是人。根据这个推理结论，他果
断的在计算机知识0基础的情况下，选择了计算机硕士，用
了2年时间顺利毕业，毕业后进了贝尔实验室。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七

在《逻辑学》的第一版序言的开篇中，黑格尔陈述了形而上
学崩溃解构的事实——“那种被叫做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
就已经连根拔掉，从科学的行列里消失了。”黑格尔把形而
上学的`这种解构归因于康德哲学，他认为康德哲学断定知性
不可超越经验，否则认识能力将变成只不过产生脑中幻影的
理论的理性，这种说法排斥了思辨的思维，并且迎合了世俗
智慧的需要。黑格尔对这种做法表示了明显的不满，他用他
那独有的口吻说到：

“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
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

“在昏暗被驱散以后，也就是反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



劳作消散以后，存在好像化为欢乐的花花世界了，大家知道，
花是没有黑色的。”

接着，黑格尔论述了逻辑学的状况——与形而上学一样，逻
辑学的遭遇也是极为惨淡——虽然逻辑学由于其实用的缘故
而被容纳于科学之列，但是逻辑的形态和内容却在流传中逐
步被改变，并且，在科学与现实中生长出来的新精神也并没
有在逻辑中显出痕迹。

“假如精神的实质形式已经改变，而仍然想保持旧的教育形
式，那总归是徒劳;这些旧形式是枯萎的树叶，它们将被从根
株发生的新蓓蕾挤掉。”

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敏锐地看到，新的思想不由于害怕、由
于畏惧，仅仅只抓一个空洞的形式，而是迫切地需要材料的
加工和提炼。新的思想要获得并保持含蕴而未展开的原则。
也就是说，要使其原则成为科学。

而对于逻辑学这门科学，由于多年的工作也不能完成使它成
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的理想，所以黑格尔断
定，逻辑学要有一个从头开始的改造，其基本看法是哲学必
须从自身的内容的本性出发，由内容的反思建立并产生出其
内容的规定本身，而不能依靠其他的任何东西——“哲学，
由于它要成为科学......它既不能从一门低级学科，例如数
学那里借助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或使用基于
外在反思的推理，而这只能是在科学认识中运动着的内容的
本性，同时，正是内容这种自己的反思，才建立并产生内容
的规定本身。”

在接下来的一大段阐述中，黑格尔阐述了这种观点的具体内
涵，论述了知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以及作为知性与理性的
更高层次——精神是如何从无出发而产生出有，又是如何从
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又从规定性中给予自己以自身
同一性的。只有沿着这个进路，哲学才能成为客观的、论证



的科学：“知性作出规定并坚持规定：理性是否定的和辩证
的，因为它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它又是肯定的，因为它
产生一般，并将特殊包括在内。正如知性被当作一般理性分
出来的某种分离物那样，辩证的理性通常也被当作从肯定的
理性分出来的某种分离的知性，它比知性、理性两者都高。
精神是否定物，这个否定物既构成辩证的理性的质，也构成
的知性的质：——精神否定了单纯的东西，于是便建立了知
性所确定的区别；而它却又消解了这种区别，所以它是辩证
的。但是精神并不停留于无这种结果之中，它在那里又同样
是肯定的，从而将前一个单纯的东西重新建立起来，但这却
是一般的东西，它本身是具体的；并不是某一特殊的东西被
概况在这个一般的东西之下，而是在进行规定及规定的消融
中，那个特殊的东西就已同时规定了自身。这种精神的运动，
从单纯性中给予自己以规定性，又从这个规定性给自己以自
身同一性，因此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
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我认为，
只有沿着这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哲学才能够成为客观的、
论证的科学。”

紧接着，黑格尔论述了科学与逻辑的关系（他称之为“精神
现象学”）：一方面，意识作为具体的而又被拘束于外在的
知的精神，它的前进运动完全是以构成逻辑内容的纯粹本质
的本性为基础的；另一方面，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
己在途程中解脱了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些之后，就变成了
纯知，纯知以那些自在自我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这就是
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而纯知的自身运动也就是它
的精神生活，科学就是通过这种精神生活而构成的，并且也
是这种精神生活的陈述。

最后黑格尔提及了《逻辑学》在其哲学体系的地位：原本逻
辑学与哲学是一同作为《科学体系》（后改名为《哲学全
书》）的第二部分出版的，但是由于逻辑学不断的补充、扩
大，不得不使之独立问世，而构成了《精神现象学》的第一
续编。



逻辑学读书心得体会篇八

逻辑学不仅仅是辩论社会里的利器，更是日常生活中表达阐
述自己的手段，像极了血肉人类的骨骼。刚入职场年轻人需
要用逻辑阐述表达自己，老练的管理者更需要用逻辑清晰的
传达自己的命令。只有先定好目标基调，才能一步步的完善
细节，用最短的时间向着共同的目标大步迈进。

在工作中，逻辑能力强的同事，总能把事情讲解的非常清楚，
而逻辑能力弱的同事，需要我们引导之后，才能把工作汇报
清楚。这是一种很普遍的情况，后者占多数。我们接受教育
的过程中，逻辑和辩论的训练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讲不太多，
但我们工作中更多的是学习西方国家的管理理论来经营公司，
因此需要多多训练自己的逻辑能力，才能在沟通中得心应手。

逻辑学更给了我们质疑的勇气。越长大越对于常态的事情，
只要多数人支持，我们就收起了我们的言语，不知道从哪里
下手质疑。任由他们玩弄混淆前提结论，向我们投递着这样
那样的信息垃圾。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五分钟
就能浏览一个小新闻，俩分钟能够看完一个小视频，掐头去
尾不用逻辑质疑，只能让千百个人都成为网络机器。就像那
句话，我不知道网上戾气为何那么重，喷子那么多，是网友
不出门还是身边人不上网？同时由于自己的无知，我们不敢
接受质疑，甚至不能面对问题，只能对咨询的人冷嘲热讽，
大吼着存在即合理，逼迫着别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