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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济预算，从简单的技术革新到复杂的 

人造卫星的发射都离不开数学．而且，几乎所 

有的精密科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甚至化 

学通常都是以一些数学公式来表达自己的定 

律的，并且在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广泛地 

运用数学这一工具．比如，在火箭、导弹发射 

之前，可以通过精密的计算，预测它的飞行轨 

道和着陆地点． 

通过数学实用价值的教育，使学生不再 

认为数学是高深的脱离实际的理论，而是和 

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从而体会数学的实 

用价值．逐渐形成正确的数学观． 

总之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学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 

发展的动力．通过在高中阶段数学文化的学 

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数学科学与人类社会发 

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体会数学的科学价值、应 

用价值、人文价值，开阔视野，寻求数学进步 

的历史轨迹，激发对于数学创新原动力的认 

识，感受优秀文化的熏陶，领会数学的美学价 

值，从而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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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逻辑用语 教学解惑 

季素月 (江苏省扬州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225002) 

目前高中教材中的 “常用逻辑用语”，内 

容虽然不多，却给未系统学过逻辑知识的中 

学数学教师的教学带来困难，在教学过程中 

常产生一些疑惑．本文试从开语句与量词人 

手，对这些困惑作出解释． 

1 命题“奇数是质数”的否定是命题“奇数不 

是质数”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说明什么样的语 

句是命题．教科书中规定：能够判断真假的语 

句叫做命题．可见，当一个语句的主项概念所 

指对象不确定时，这个语句就不是命题．因 

此，在数学中，含有变元的语句不是命题．如 

“

Y是偶数”，“x>y”，“x+2=O”，“ >10”等都 
X-A 

不是命题．为表述方便起见，我们把无法判断 

其真假的含有变元的语句称为开语句． 

虽然开语句不是命题，但在开语句前面 

加上对变元有所约束的量词，就成为可以判 

别真假的命题．一般地，设P( )是论域 上 

的开语句，在它前面加上表示论域中全体个 

体的量词Vx，得到全称命题Vx，P( )(读作 

“所有 具有性质 ’、“每一个 具有性质 

P，’)；在P( )前面加上表示论域中部分个体 

的量词| ，得到存在性命题 ，P( )(读作 

“存在 具有性质P，’、“有些 具有性质F’)． 

必须注意，在用语言表达时，全称量词可以省 

略，存在量词不可以省略．比如，“美国人是黑 

人”就是省略了全称量词的命题． 

如果把在论域 中使P( )成为真命题 

的集合记为A(常称之为开语句P( )的真值 

集)，则有 

Vx，P( )是真命题当且仅当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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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P( )是真命题当且仅当 f'l c，≠(25． 

对于全称命题、存在性命题的否定有下 

列结论： 

--1(V ，P( ))=51 ，]P( )； 

--1(j ，P( ))=V ，]P( )． (牵) 

在13常生活及数学学习中经常涉及到 

( )中的四种形式的命题： 

(1)全称肯定命题，如 “所有奇数是质 

数”(假)；这类命题可形式地记为Vx )． 

(2)全称否定命题，如“所有的奇数不是 

质数”(假)；可形式地记为V ，]．，( )． 

(3)存在肯定命题，如 “有些奇数是质 

数”(真)；可形式地记为 x,A )． 

(4)存在否定命题，如“有些奇数不是质 

数”(真)．可形式记为了 ，]．厂( )． 

在这四类命题中，全称肯定与存在否定 

是一对矛盾命题，全称否定与存在肯定是一 

对矛盾命题，它们互为否定，即一真一假、一 

假一真．但是，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并不是矛 

盾命题，它们可以同假，但不可能同真．特称 

肯定与特称否定也不是矛盾命题，它们可以 

同真，但不可能同假．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们口语中表 

述的命题“奇数是质数”是省略了全称量词的 

全称命题：“所有的奇数是质数”．所以其否定 

应该是“存在一些奇数不是质数”，当然这是 

真命题．由此类推，在一些教参、辅导资料上 

出现的“正方形是菱形”的否定是“正方形不 

是菱形”，“三角形的三个外角和等于360度” 

的否定是 “三角形的三个外角和不等于360 

度”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原命题都是全称命 

题．它们的否定应该分别是“有些正方形不是 

菱形”、“存在外角和不等于360度的三角形”． 

2 量词对逻辑联结词“且”、“或”可分配吗? 

在教学过程中，有些老师产生这样的困 

惑：由逻辑联结词的真值定义，由两个假命题 

组成的“P或 Q”应该是假命题，为什么由假 

命题“所有的实数是正数”、“所有的实数不是 

正数”组成的“p或 Q”形式的复合命题“所有 

的实数是正数或者不是正数”应该是真命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与量词对逻辑联结词“且”、 

“或”的分配有关． 

在数学中，“P且 Q”，“p或Q”形式命题 

中有时也有量词出现．比如， 

“Vx， ≥0或x<O”，“Vx， ≥0或 Vx， 

x<O”； ① 
“  

，x+l<O且 x2+5x+6=O”，“了 ，x+l<0 

且了 ， +6=0”． ② 

可以看出，在①中，前者是真命题，后者 

是假命题；在②中，前者是假命题，而后者是 

真命题．这说明，在“P且 Q”、“P或Q”形式的 

命题中，量词不都是可分配的．一般情况下， 

有下列结论： 

(1)V (尸( )且 Q(x))=VxP(x)且V 

Q(x)； 

(2)了 (P( )或 Q( ))=了 e(x)或 

了xQ(x)． 

(3)V (P( )或Q( ))≠Vxp(x)或Vx 

Q( )； 

(4)j (P( )且 Q( ))≠j P( )且 

了xQ(x)． 

(1)、(2)式表明，全称量词Vx对于逻辑 

联结词“且”具有可分配性，存在量词了 对 

于逻辑联结词 “或”具有可分配性．然而，在 

(3)式中，右端命题真，则左端命题必真，但反 

之不成立；在(4)式中，左端命题真，则右端命 

题必真，反之也不成立．事实上，由两个假命 

题“所有的实数是正数”、“所有的实数不是正 

数”组成的“P或Q”命题应该是 “所有的实数 

是正数或者所有的实数不是正数”，这当然是 

假命题，由(3)可知，它与命题“所有的实数是 

正数或者不是正数”不是同一个命题． 

3 “若P则Q”的否定是“若P则非Q”吗? 
一 些教辅资料上给出这样的结论：具有 

“若P则 Q”形式的命题的否定是“若JP则非 

q”．事实上，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我们先看“若P则q”的真值是如何规定 

的(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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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I P Q 若P则Q 
l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暇 真 真 

假 假 真 

下面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规定的合理 

性． 

例 1 爸爸对小红作了一个许诺：如果 

小红数学成绩得优(尸)，那么他就带小红到 

黄山去旅游(p)．于是就有四种可能发生： 

(1)小红数学成绩得优，爸爸带小红去 

黄山旅游(Jp真Q真)； 

(2)小红数学成绩得优，但爸爸没有带 

小红去黄山旅游(，J真Q假)； 

(3)小红数学成绩没有得优．爸爸仍然 

带她去黄山旅游(JI)假 Q真)； 

(4)小红数学没有得优，爸爸没有带小 

红去旅游(P假 假)． 

毫无疑问，情况(i)说明爸爸遵守了诺 

言，所以“若P则Q”真；在(3)、(4)两种情况 

下，由于小红没有得优，所以不管爸爸有没有 

带小红去黄LI1旅游，都不能说爸爸违背了诺 

言，“若P则 仍然真；只有情况(2)说明爸 

爸没有信守诺言．此时“若P则Q”假． 

例 1说明了两点，其一，命题“若尸则Q” 

的真值定义与我们日常思维是一致的；其二， 

只有当“P真且 Q假”时，命题“若P则Q”为 

假．因此，“若p则Q”的否定应该是“P且非 

Q”，而不是“若 P则非 Q”，这个结论也可以 

由下列真值表验征． 
表 2 

P Q 非Q P且非Q 若尸则Q 若P则非Q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真 似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真 真 

由表2可以看出，命题“若 P则Q”与命 

题“P且非Q”的真值是一真一假、一假一真， 

因此，这两个命题互为否定．而“若P则Q”与 

“若P则非Q”不具有这样的关系． 

4 否命题与命题的否定是一回事吗? 

在数学中经常出现“若e(x)~Jl Q( )”的 

语句．事实上，它不是开语句，而是全称命题， 

只不过人们在用语言表达时省略了全称量 

词．比如， 

“被 8整除的数能被4整除”即为“V 

(若 能被 8整除，则 能被4整除)； 

“若 <4，则x<2”即为“V (若 <4，则 

x<2)，等等． 

因此，在日常数学学习中，形如“若P( ) 

则p( )”的语句都是全称命题，数学中多数 

定理与命题都具有这种形式． 

我们知道，具有“若p则g”形式的假言 

命题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同样，把命题“若 

P( )，则Q( )”中的P( )，Q( )换位换质，也 

可以得到其他几种命题形式： 

原命题：若P( )则Q(x)； 

逆命题：若 p( )则P( )； 

否命题：若非P( )则非Q(x)； 

逆否命题：若非p( )则非P( )． 

必须注意，“若尸( )，则p )”的四种形式 

都是全称命题，只不过在表述时省略了全称量 

词．因此如果要写出命题“若P( )则p( )”的 

否定，就必须把全称量词添上，然后再加以否 

定，即有 

](V (若P( )则 p( )))=了 (P( )且 

非 Qix))． 

例2 写出命题“若n和b是偶数，则叶 

b是偶数”的逆命题、否命题、逆否命题及其 

否定，并说明它们的真假． 

解 原命题：VaVb(若0，b都是偶数， 

则叶6是偶数)(真)； 

逆命题：V口V6(若叶6是偶数，则n，b 

都是偶数)(假)； 

否命题：VaVb(若0，b不都是偶数， 

则叶6不是偶数)(假)； 

逆否命题：V口Vb(若a+b不是偶数， 

则0，b不都是偶数(真)； 



2008年第 1 I期 中学数学月刊 ·9· 

原命题的否定：jⅡ51b(t／,，b是偶数并 

且叶6不是偶数)，即“存在两个偶数，而其和 

不是偶数”．显然这是假命题． 

从例2可以看出，“否命题”与“命题的否 

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首先，对象不同， 

否命题仅针对具有“若P则Q”形式的命题而 

言的，而任一个命题都可以写出它的否定．其 

次，命题的否定与原命题是一对矛盾命题，两 

者一真一假，或一假一真，而原命题与否命题 

则不然，两者可能同真、同假，也可能一真一 

假．最后，对于全称命题V (若尸( )则Q(x)) 

而言，它的否定是存在性命题 jx(e(x)且 

]Q( ))，而它的否命题仍然是全称命题V 

(若非JD( )则非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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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新课程背景下高中数学教师如何授课 

王海赳 (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 215101) 

传统授课强调教学结果、预设与生成，而 

新课程关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好奇心、求知 

欲、自信心、不怕困难的意志，对数学价值的 

认识，实事求是的态度，质疑与独立思考的习 

惯，推理精神等．新课程之所以强调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并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目的在于学生 

的终身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教师的授课自 

然也要顺应以学生为本，引导他们养成良好 

的思维习惯，培养终身学习的观念，掌握受用 

一 生的良好学习方法．下面就结合笔者的教 

学体会，谈谈在这样的指导原则下，我们该如 

何授课 ． 

1 老师须脑中有书：领会教材内涵，成 

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教师需要深入理解教材．传统教学中，教 

材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视做了例文，上升到了 

律条的高度予以膜拜而教条式占有．教师和 

学生无条件地接受教材的思想，从教材中获 

取到或是人文、或是工具陛的知识．而新课程 

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教材不只被当作拥有 

唯一解读方式的“范文”或条规，师生都拥有 

了对教材进行多元解读和创造的权利．同时， 

教材还可以 仅仅被作为一种“引文”，作为借 

以引出教师教学目标的桥梁．这种教材自身 

身份的变化，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教师教学中 

的灵活多样性． 

案例 l 两角和与差的正切(教材处理) 

教材在处理这段内容时，通过回顾如何 

求tan 15。的值，探讨如何用tan 45。和tan 30~ 

直接求 tan 15。的值．进而得出两角和与差的 

正切公式，然后说明公式的形式和特点，最后 

由三个例题从计算、求证及简单的应用三个 

方面说明了如何应用两角和与差正切公式． 

笔者在处理这段教材时，发现按教材顺 

序上课学生也能学会，也可以应用公式解题， 

但是学生没有了学习这段内容的激情，更没 

有了深入探究问题的欲望． 

本着从学生实际出发的理念，笔者在教 

学这段内容时作了如下设计： 

问题情境一数学结构-+品昧数学-÷数学 

应用一回顾反思一反馈练习 

教学通过以下两个问题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