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推理和决策 

一、推理 

推理是人脑中由具体事物归纳出一般规律，或根据已知的判断出发推出新结论的思维形

式。推理由前提与结论两部分构成。在推理过程中，把已知判断称为前提，把由已知判断所

推出新的判断称为结论。 

正确推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前提要真实，即前提应是人在推理过程中正确反映客

观事物实际的真实判断；二是推理的形式要符合逻辑规则，即推理的前提要和其结论之间的

关系具有必然联系，结论是经过推理得到的新判断。 

 

（一）演绎推理 

 

 

 

 

 

 

例如，从“所有哺乳类动物都是胎生的”，“鲸鱼是哺乳类动物”，可以推论出“鲸鱼是

胎生动物”的结论。 

演绎推理的重要形式是三段论推理和条件推理。 

 

 

 

 

 

 

1.三段论推理 

三段论推理是指由两个判断作前提而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 

三段论推理包括有全称肯定前提、特称肯定前提、全称否定前提和特称否定前提。在以

上四种三段论推理的论断中，只有第一个推论是正确的，其他三个都是假的。但在实际生活

中，许多人都会认为，从直觉上以上四个结论都是正确的，这说明人们的推理并不一定总是

遵循着严格的逻辑规则。 

 

2.条件推理 

条件推理是指利用前提条件进行推断并得出新结论的过程。在条件推理中，前提的“真”

或“假”都以逻辑为准，而不是以个体具有的相关世界知识为基础。 

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是指从一般原理到特殊事例的推理形

式，其前提是关于事物一般特征的真实判断，结论是

根据某个或某些假设为真的论断而得到。	

演绎推理	

三段论推理	 条件推理	



条件推理是从蕴含式条件陈述来导出结论的过程，而从前提到结论的导出是建立在一系列规

则之上的。条件推理的规则是：当前提为“真”时，能够得出某结论为“真”的判断。另外，

如果说某个推理有效，实际上是该推理过程运用了正确的推理规则。条件推理中有两条重要

规则：取式和拒取式。取式是指通过肯定前提从而肯定结论的假设推理过程。拒取式是指通

过否定结论来否定前提的否定推 

 

（二）归纳推理 

1.归纳推理的涵义 

 

 

 

 

 

 

 

 

2.归纳推理的特征 

归纳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完全归纳推理是在前提中将该类事物的全部

对象加以考察，进而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是在 

前提中只考察该类事物的部分对象进而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推理。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的不

同在于，即使前提是正确的，但它的结论则不一定正确。 

归纳推理有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归纳推理过程产生了一个能够增加知识的网络； 

第二，归纳推理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冒险性； 

第三，要产生合理的结论，必须严格限制归纳推理过程。 

 

3.归纳推理的实验研究 

心理学对个体在归纳推理过程中是怎样来对假设进行检验的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和科学

家发现某种客观事物规律或建立某种理论很相似。 

 

二、决策 

（一）什么是决策 

 

 

 

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指从特殊事例到一般结论的推理。

归纳是人类思维活动的重要形式，它与其他思维形

式一起在问题解决和学习活动，尤其在概念形成、

概念与行为的联结、将感觉和记忆信息结合到知觉

中去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归纳推理还是一个

人认知发展和智力水平的重要指标。	



 

 

 

 

 

 

 

（二）决策的过程 

1.问题的组织 

决策者在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辩识与确定决策问题、有哪些抉择、在哪些维度

上评价抉择、主要是什么不确定性因素、在何种水平上组织问题。 

2.评价后果 

决策者在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评价抉择所依据的维度是否适当、怎样给不同维度加

权。 

3.评价不确定性 

在问题的组织中，决策者已经知道哪些抉择是确定的，那些抉择是不确定的。这一阶段

任务就是给不确定性抉择进行数量化，也就是对不确定性抉择的概率进行估计。 

4.评价抉择 

决策者在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决策者使用什么样的准则来评价抉择。 

5.敏感性分析 

决策者在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决策分析的目的性，即是提供有关决策问题的数量和行

动方案的期望值。 

6.信息的收集 

7.选择 

决策者在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也是决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选择。 

 

 

	

决策 

决策是面对各种各样问题的方案进行评估比较

后做出最终选择的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

和学习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做出决

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