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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逻辑语言题”命题的评价初探

余继光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中学 312030)

  数学“逻辑语言题”是以日常生活的语言和

情景考查推理、论证、比较、评价等逻辑思维能

力的一类数学创新试题,重点考查思维的深刻

性、敏捷性、灵活性、独创性和批判性.这类试题

评价细则采用基本要素分析型评价法制定,此
类命题在高校自主招生命题中广泛应用,在国

际教育的入学数学测试中也广泛采用.
1 逻辑语言题的评价依据与分值

1.1 评价目的

数学本身有着严格的逻辑体系,学习数学

的目的就是训练这种逻辑推理能力,因此高考

评价离不开数学逻辑推理能力的评价.然而,当
前的高考数学题的逻辑味越来越淡,学生通过

刷题就能得分而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能力,为此

在高考数学命题中增加逻辑语言题非常必要.
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也经常会遇到逻辑语言的

推理判断,如果遇到障碍就不能顺利完成相关

的工作,所以逻辑语言题的设置对于中学数学

教学非常重要.
1.2 评价依据

不论是高中数学教学大纲或高中数学课程

标准,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首当其冲,因为它是进

一步学习的基础,《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对
逻辑推理能力设计的水平评价作了具体要求.
1.3 评价细则

作为选择题或填空题中的逻辑题,评价比

较容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作为解答题中

的逻辑语言题,考查逻辑推理能力的试题重点

考查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独创性和

批判性,不同的试题考查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

考查批判性思维,有的则是综合考查,适合基本

要素分析型评价法来制定评价细则.
1.4 评价分值

根据基础教育现实,此类创新题的分数控

制在 4—6 分为宜,难度把握在中档以上.
2 逻辑语言题的题型结构与要素

2.1 题型结构

按照国际流行的逻辑语言题的命题结构,
依据给定信息,判断信息主体的属性是常见的

一类;另一类是根据反证法思维构造的逻辑语

言题,要求应试者能够说明推理的思维过程;还
有一类就是根据给定的信息,判断其逻辑关系.
逻辑题可以以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形式出

现在试卷中,当然可以在单项选择中,也可以在

多项选择中.
2.2 构成要素

信息间的逻辑关系是判断的主要依据,也
是检测被测试者是否具有理清逻辑关系的能力

的基础.
2.3 能力属性

逻辑语言题检测的能力主体是逻辑推理能

力,也涉及到数学知识面、推理运算能力等,属
于人在数学思维方面的综合性素养.
3 逻辑语言题的测试主体与内容

3.1 测试主体

经过高中数学学习的学生都可以被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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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学业水平测试,还是高考数学选拔性测

试都是可行的.
3.2 重点内容

逻辑语言题的核心是逻辑关系,推理判断,

重点考查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灵活性、独创

性和批判性.
3.3 逻辑语言题题型解读

3.3.1 逻辑关系识别

例 1 有 A,B,C,D
 

4 个朋友住在同一个

城镇上,其中一个是民警,一个是木匠,一人是

农民,一个是医生,一天,A 的儿子摔坏了腿,A
带着儿子去找医生,医生的妹妹是 C 的妻子,

农民没有结婚,他家养了很多母鸡,B 经常到农

民家去买鸡蛋,民警每天都与 C 见面,因为他

俩住隔壁,试根据上述信息,判断 A,B,C,D 的

身份分别是 , , , .
解析 建立数学模型:因为 A 带着儿子去

找医生,所以 A 不是医生,所以在下列表中,第

1 列第 4 行中用 0 表示,类似地,根据已知信

息,可初步填写表 1.
表 1

A B C D

民警 0
木匠

农民 0 0 0
医生 0 0

由表 1 可知,C 是木匠,D 是农民,据此,如
表 2,分别将第 3 列第 2 行、第 4 列第 3 行都用

1 表示后,再分别将第 2 行和第 4 列的余者全

部都用 0 表示,这样,立即便知 A 是民警,B 是

医生,填空为:民警、医生、木匠、农民.
表 2

A B C D

民警 1 0 0 0
木匠 0 0 1 0
农民 0 0 0 1
医生 0 1 0 0

同类题 (2014 年新课标Ⅰ全国数学理)

甲、乙、丙 3 位同学被问到是否去过 A,B,C
 

3

个城市时:

甲说:我去过的城市比乙多,但没去过 B
城市;

乙说:我没去过 C 城市;

丙说:我们三人去过同一个城市.
由此可判断乙去过的城市为 .
解析 根据甲、乙、丙所说的话,易列出表

3,所以乙去过的城市为 A.
表 3

A B C

甲 o x o
乙 o x x
丙 o

解读 根据给定信息判断信息主体的属

性,采用列表法是一个很好很快捷的方法,一法

在手,万题可破,通过有序的表格来呈现逻辑关

系,直观而有效.

3.3.2 逻辑关系证明

例 2 试判断命题“tan
 

1°是有理数”的真

假,并说明理由或依据.
解析 假设 tan

 

1°是有理数,由 tan
 

2°=

2tan
 

1°
1-tan2 1°

,根据有理数的四则运算后仍是有理

数,可 以 推 出 tan
 

2°是 有 理 数,且 tan
 

3°=

tan
 

1°+tan
 

2°
1-tan

 

1°tan
 

2°
也 是 有 理 数,依 次 可 推 得

tan
 

4°,tan
 

5°,…,tan
 

30°=
3
3

也是有理数,而

tan
 

30°=
 3
3

是无理数,矛盾,所以“tan
 

1°是有

理数”为假,tan
 

1°是无理数.
变式 “tan

 

3°是有理数吗?”说明你的判断

理由或依据.
解析 假设 tan

 

3°是有理数,由 tan
 

6°=

2tan
 

3°
1-tan2 3°

,根据有理数的四则运算后仍是有理

数,可 以 推 出 tan
 

6°是 有 理 数,tan
 

9°=

tan
 

3°+tan
 

6°
1-tan

 

3°tan
 

6°
也 是 有 理 数,依 次 可 推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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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1 2°,tan
 

1 5°,tan
 

30°=
3
3

也是有理数,而

tan
 

30°=
3
3

是无理数,矛盾,所以“tan
 

3°是有

理数”为假,tan
 

3°是无理数.
评价细则 以上两题为解答题中的逻辑

题,基本要素可以确定为“反证思维”“推理判

断”“判断依据”“矛盾选择”,其中“推理判断”的
权重要大一点.

解读 此题的逻辑推理依据是反证法思想

及有理数四则运算后仍是有理数,涉及到的基

本知识有三角函数的倍角公式、两角和的正切

公式,想到 tan
 

30°=
3
3
,知道一个无理数与有

一个有理数的商仍是无理数,看似很简单的一

个命题,综合性很强,这就是逻辑题的一个特

征,面对如上命题判断真伪,要说清楚并不简

单,需要真正具有这方面的逻辑思维能力、推理

能力与表达能力等.
3.3.3 逻辑关系推理

例 3 某汽车司机违章驾驶后,交警向他

宣布处理决定:“要么扣留驾驶执照 3 个月,要
么罚款 1 000 元”,司机说:“我不同意.”如果司

机坚持已见,那么,以下哪项实际上是他必须同

意的?
(A(扣照但不罚款

(B)罚款但不扣照

(C)既不罚款也不扣照

(D)既罚款又扣照

(E)如果做不到既不罚款也不扣照,那么

就必须接受既罚款又扣照

解析 警察的处理决定是不相容选言判

断,形式是“要么 p,要么 q”,司机对此否定,由
“并非:要么 p,要么 q”等价于“p 且 q,或者,非

p 且非 q”,可知,司机在逻辑上必须接受:“罚
款又扣照,或者,不罚款也不扣照”,即“如果做

不到不罚款也不扣照,就必须接受既罚款又扣

照”,选择 E.
解读 此类逻辑题是针对一个复合命题的

否定的正确理解,是数学教材中“简易逻辑”的
实际应用,检测应试者头脑中的逻辑概念是否

清晰,逻辑分析与判断能力是否具备.
变式 1 某一项运动,由 8 个人中选出 3

个人组成一队,挑选的条件如下:

①如果 A和 B都不参加,那么 C就得参加;

②B 不和 H 一起;

③如果 C 参加,那么 D 就不参加;

④如果 E 参加,那么 F 必定也参加;

⑤如果 G 不参加,那么 H 以及 A 或 B 必

定得参加.
(1)E 参加的队有几个?
(2)如果 F 受伤不能参加,那么组队方法

多少种?

创新点剖析 (1)此问题不仅检测学生的

英语阅读理解力,而且检测其数学分析推理能

力,是一道文理综合题.
(2)从数学角度分析,学生必须具有一定的

逻辑分析能力,由④知,所有可能组成的队中,

有 E 必定有 F;由⑤知,如果 G 不参加,那么就

多两个人要参加,而一个队只容许三人,因此 G
一定要参加,所以只要有 E 存在的组合只有一

种情形 G,E,F.
(3)第 2 问的分析方法是排列组合的分析

方法,先考虑包含 A 的所有可能组合:ABG,

ACG,ACH,ADG,ADH,AGH;再考虑包含 B
但不包含 A 的所有可能组合:BCG,BDG;再考

虑包含 C,不包含 AB 的组合 CGH,共有 9 种

组队方式.
变式 2 (2009 年浙江高考)已知 a 是实

数,则函数 f(x)=1+a sin
 

ax 的图像不可能

是(  ).

  解析 a=0,f(x)=1 为常值函数,图像 C;
(下转第 6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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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极大兴趣,知识的形

成会更加深刻,并在不断地探索中会产生新的

想法,极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教学中,
侧重设计有利于学生自主参与的教学活动,要
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那么如何体现学生的主

体地位呢? 关键是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

生动起来,听的少动的多,动脑、动手、动口.首
先动脑让学生进行深度思考,自主尝试探究新

知内容.其次动手就是让学生该写的写,该计算

的计算,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教师进行点评和

指导;动口就是让学生善于表达自己的成果,并
进行知识交流,建立有效的合作学习方式,这样

学到的更多.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

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一下,我们彼此仍然是各有

一个苹果;但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
此交换,我们都有两种思想,甚至更多.

如学习“用公式法求解一元二次方程”这一

节时,学生发现一元二次方程的根与二次项的

系数、一次项的系数、常数项有关,可以让学生

自主尝试去推导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由
于学生认知水平不同,展示出成果不尽相同,教
师再加以指导.学生通过交流,得出求根公式,
并能小组讨论得出更多的内容如一元二次方程

根的判别式,还有同学能发现一元二次方程根

与系数关系,学生通过这种探究过程不仅获得

了成功感,培养了学习兴趣,而且学到的知识更

为深刻.只有学生经历探究的过程才能真正的

掌握知识.总而言之,教学知识的形成要给学生

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回味的东西,而那些知识

在脑海中就会根深蒂固,才会起到高效学习的

作用.
综上所述,有效的课堂教学离不开学生明

确的学习目标、充分的准备和合理的利用时间,
这是一个积极的参与和经历自主探究的过程.
因此,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经

验、及时反思,找出影响课堂的效率因素,长此

以往,教师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也会极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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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 时,正弦波的振幅小于 1,T=
2π
|a|>

2π,为图像 A;

a>1 时,正弦波的振幅大于 1,T=
2π
|a|<

2π,为图像 B.
因此,选择 D.
解读 作为一个选择题,可以选择排除法,

寻找问题答案,然而,此题的关键是抓住三角函

数图像的周期与振幅这两个关键元素,才找到

切入点的,此题是一个几何直观题,相对容易一

点,判断一个事物“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或一个命题的顺向思考,构成人们的常规思维,

人们的思维就象平时向前走路一样不会感觉到

它的异样;但一旦遇到“非”语言命题,或逆向设

计的情境或判断一个事物“不是什么”或“不可

能是什么”就会象倒着走路一样感觉到不习惯,
或不知如何求解这样的命题,不论是数学高考

还是其他评价性测试中,常常有“非”语言命题

出现难住了许多学生,成为测试后议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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