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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1

章节名称
3.1 命题逻辑的推

理理论
本节内容 命题逻辑的推理方法

所需课时 1 课时 所属课程 离散结构

总学时 64 授课对象
网络工程专业

大二学生

教育理念

教学中坚持“学生中心、能力导向、素养提升”的

教学理念，依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结合本课程教学内

容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总体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教学思路，其中提出问题阶段需要寻

找与课程内容相符合的教学案例，并将思政元素融入教

学案例中，进而从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多个维

度来教育学生。

教材分析

本课程所使用的教材是由我系教师所组成的教学

团队编写的教材《离散数学及其应用》，其中本节课所

讲内容为书中命题逻辑的推理理论中推理规则演绎法

的相关知识。

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数理逻辑与计算机科学建

立了密切的关系，由于计算机用电子元件模拟人脑思

维，这就使得数理逻辑成为研究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工具

与方法。本节课所要学习的命题逻辑的推理方法可以应

用在人工智能领域以及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推

理问题，因此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通过引入一桩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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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盗窃案来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兴趣，进而开

展相应的理论教学，最后和学生一起推导这桩珠宝盗窃

案是谁盗窃了珠宝，从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并

借此案例来告诉学生因果联系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进

行法律法规的教育。

学情分析

知识分析：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为“命题逻辑的推理方

法”，涉及到的推理定律和推理规则较多，而且需要学

生具备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授课通过盗窃案的侦破为

切入点，让学生体会推理证明过程的严谨性及推理规则

的实际应用，进而提高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能力分析：学生目前已具备所需的部分理论知识，如永

真蕴含式的概念、等值演算法等，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

力、判断能力还存在很大的不足，教学过程中需要帮助

学生理解记忆推理定律与推理规则，进而使学生掌握足

够的理论知识，并灵活使用这些知识来解决具体的推理

问题。

心理分析：学生已经掌握了文字性推理的符号化过程，

因此对于推理的证明应该具有较高的求知欲，能够积极

学习本节课内容。

知

识

目

标

1.通过对推理定义、推理形式结构的学习，要求学生能

够快速写出所要证明的推理的符号化形式。

2.能够灵活使用推理定律来判断简单推理问题的正确

性。

3.能够独立应用推理规则完成复杂推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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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目

标

能

力

目

标

1.通过推理证明过程的学习，使学生体会证明过程的严

谨性，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推理问题

的能力。

2.通过推理证明方法的正确选择，提高学生的判断能

力。

3.通过使用 Prolog 语言解决推理问题，培养学生的计

算思维能力。

4.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后阅读，提高学生的交流能力和自

学能力。

素

质

目

标

1.通过具体案例—珠宝盗窃案的侦破，使学生加深对因

果关系的理解，即事情的发展过程总是原因出现在前

结果发生在后，教育学生能够辩证的看待事情的结

局，并增强学生遵纪守法的法制意识。

2.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培养学生的语言

表达能力。

教学重点

教学重点：

1.学生识记推理定律

2.正确使用推理规则完成推理的证明

处理方式：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推理的定义帮助学生

理解推理定律和推理规则，通过“珠宝盗窃案”讲解

如何使用推理规则证明推理的正确性。

教学难点

教学难点：学生能够选择正确的推理方法解决问题。

处理方式：通过讲解三种推理方法的使用条件，来帮助

学生正确选择推理方法证明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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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案例引入法：根据本节课内容，引入珠宝盗窃案，

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堂练习法：对于附加前提证明法和归谬法，在理

解证明思想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自行证明相应的问

题，并将结果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

小组讨论法：对于珠宝盗窃案的符号化过程，引导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并展示最终的符号化

结果。

教学过程

总体思路

教学过程

具体安排
教学过程具体安排详见“教学过程安排表”



24

板书设计

课程资源

本节课内容所包含的课程资源如下：

1.超星学习通平台中的视频资源、测试题、知识拓

展模块中 Prolog 语言学习资源等。

2.教师提供的有关本节课内容的参考文献资料。

3.教师讲课所用的课件。

4.教材。

教学评价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检查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掌

握情况：

1.学生的课堂练习情况。

1.2.学生的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2.3.超星学习通平台相应章节自测题完成情况。

3.课外实验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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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安排表

教学环节一：教学引入（2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包公断案

公安人员审查了一起重大盗窃珠宝案，已获得了以下

线索：

1）张三或者李四盗窃了珠宝；

2）若李四的证词正确，则珠宝店午夜时灯光未灭；

3）若张三盗窃了珠宝，则作案时间不可能发生在午

夜前；

4）若李四的证词不正确，则作案时间发生在午夜前；

5）午夜时珠宝店的灯光灭了。

教师活动：
与学生共
同了解这

起案件，鼓
励学生积
极思考，自
由讨论，并
尝试案件
的侦破。

学生活动：
积极思考。

教

学

过

程

安

排

1.知识回顾（2 分钟）

回顾上节课所讲的主要内容：16 组基本等值式和

等值演算法。

2.新课主要内容、掌握程度及时间分配：

（1）教学引入（2 分钟）

（2）推理的概念及形式结构（10 分钟）

（3）推理定律（7 分钟）

（4）推理规则（3 分钟）

（5）推理规则演绎法（20 分钟）

（6）使用 Prolog 语言解决逻辑推理问题（5 分钟）

（7）本课小结及反思（1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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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张三和李四谁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通过这五条线索能否直接判断出是张三 还

是李四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停顿几秒，通 过

此问题引出本节课的内容）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1.该案件仅靠直观分析来侦破有难度，顺利引入今天

的新课内容—命题逻辑的推理方法。

2.激发学生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兴趣。

提升兴趣

教学环节二：推理的概念及形式结构（10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1．推理定义

给定一组假设 1 2, ,..., nA A A 和一个结论 B ，只需考察如

下永真蕴涵式是否成立：

1 2 ... nA A A B   

若该永真蕴涵式成立，则称从合式公式 1 2 ... nA A A  

推出 B 的推理是正确的（或有效的），称 1 2, ,..., nA A A 为推

理的前提，B为由这些前提推出的有效结论，也称为逻辑

结论；若该永真蕴涵式不成立，则推理不正确，称 B 是

1 2, ,..., nA A A 的谬误结论。

2.推理的形式结构

根据永真蕴涵式的定义，判断推理正确，就是判断对

应的蕴涵式：

1 2 ... nA A A B   

为永真式。也就是说如果 1 2 ... nA A A   为真时，B也为真，

教师活动：
1.在讲解
推理定义
的过程中
提问:永真
蕴含式是
否正确的
判断方法。
2.教师在
讲解推理
的形式结

构的过程
中，在超星
学习通中
发布主题
讨论：一个
推理在什
么情况下

是 错 误
的？
3.在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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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B也为假，则

1 2 ... nA A A B   

为假。即在所有的赋值下，只要不出现 1 2 ... nA A A   为

1，结论 B 为 0 的情况，则由前提 1 2, ,..., nA A A 推结论 B 的

推理就是正确的。换句话说，如果存在一组赋值使得

1 2 ... nA A A   为 1，结论 B为 0，则称推理是错误的，如

表 1 所示。

表 1 推理的赋值

推理的形式为：

形式 1： 1 2{ ... }|nA A A B   

形式 2： 1 2 ... nA A A B   

形式 3：前提： 1 2, ,..., nA A A

结论： B

注意：推理虽然有三种形式，但是一般情况下，都

是使用“形式 3”来表示一个推理。

例 1：写出如下推理的符号化形式。

如果王老师在此，这个难题就能解决；如果张老师

在此，这个难题也能解决；现在王老师和张老师都不在，

则此问题无法解决了。

学习通中
发布课堂
练习：写出
例 1 所表
达的推理
的符号化
形式。

学生活动：
1.回答教
师提出的
问题。
2.回答学
习通中发
布的主题
讨论。

3.完成课
堂练习，并
将结果上
传至超星
学习通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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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设 p：王老师在此，q：张老师在此，r：这个难

题能解决

写出其对应的推理形式如下：

形式 1：{ }|p r q r p q r    ， ， ∧ — 

形式 2： ( ) ( ) ( )p r q r p q r    ∧ ∧ ∧

形式 3：前提： p r q r p q   ， ， ∧

结论： r
其中形式 3 是经常使用的推理形式，对于例 1 的推

理怎样证明它的正确性，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推理的

证明方法。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1.检查学生对永真蕴含式的掌握情况,检查学生是否

能够准确的将一个文字性的推理转化为符号化的推理形

式。

2.帮助学生深入地理解推理的定义。

3.使学生能够使用真值表的方法判断推理的正确性。

4.通过学生动手练习，避免学生中出现眼高手低的现

象。

5.培养学生的知识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知识表达

能力

教学环节三：推理定律（7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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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将重要的永真蕴涵式称为推理定律，常用的推

理定律如下：

（1） 化简律

（2） 附加律

（3） 假言推理

（4） 拒取式

（5） 析取三段论

（6） 假言三段论

（7） 构造性二难

（8） 破坏性二难

对于以上推理定律，可以证明其的正确性，比如第 3

条推理定律“假言推理”,先将其转化为一个蕴含式，然

后证明此蕴含式为真即可，具体证明过程如下：

( )
( ( ) )
( ( ) )
0

1

A A B B
A A B B
A A B B

  
    
     
 


除此之外，16 组基本等值式都可以看成两条推理定

律，如蕴涵等值式： 可以看作两条推理定

律 和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以上 8 条推理定律以及由 16 组基本等值式生成的

推理，均表示正确的推理。

8 条推理定律以及由 16 组基本等值式中的 A、B、C、

D 可以表示任意的合式公式。

教师活动：
1. 讲 解 8
条推理定
律，并帮助
学生理解
和记忆。
2.布置课

后任务：要
求学生自
行证明第
（4）至（6）
条推理定
律的正确
性，并上传
至超星学
习通平台。

学生活动：
1.认真听
讲。
2.课后按
时完成教
师布置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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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可以发现 8 条推理定律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

活中的推理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遇到的推理问题比较复

杂，不能使用 8 条推理定律来直接判断，那么又该怎么

办呢？我们先来学习一些推理规则。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1.帮助学生理解并记忆 8 条推理定律。

2.通过课后任务检查学生对于等值演算法的掌握情

况以及对于推理定律的理解情况。

理解推理
定律

教学环节四：推理规则（3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在推理证明的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推理规则如下：

（1）前提引入规则：在证明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引入前提；

（2）结论引入规则：在证明的任何时候，已证明的结论

都可以作为后续证明的前提；

（3）置换规则：在证明的任何时候，命题公式中的任何

子命题公式都可以用与之等值的命题公式置换。此规则

包含了全部等值式产生的推理定律；

（4）由推理定律导出的推理规则：见表 2 所示，其中表

2 中列出的推理规则就是推理定律所表达的正确的推理，

两者之间只是写法上的区别，其表达的推理含义是一样

的，另外，表 2 中还多了合取引入规则。

表 2

教师活动：
讲解四种

推理规则，
引导学生
比较推理
定律与表2
中的推理
规则的区
别和联系。

学生活动：

认真听教
师讲解推
理规则，并
比较推理
定律与表2
中推理规
则的区别

和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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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4 类规则所表达的含义及使用方法，我们在下

面通过具体的实例来理解。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为后续推理规则演绎法的学习作铺垫。
识记推理

规则

教学环节五：推理规则演绎法（20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1.直接证明法

下面使用刚才学习的推理规则，来推导开始引入的

珠宝盗窃案。

证明：先找到原命题中的简单命题如下：

p：张三盗窃了珠宝

q：李四盗窃了珠宝

r：李四的证词正确

s：午夜时珠宝店灯光灭了

t：作案时间发生在午夜前

教师活动：
1.分组讨
论如何侦
破这起盗
窃案？并
将盗窃案

中 5 条线
索对应的
符号化公
式以小组
为单位上
传至超星
学习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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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p∨q，r→﹁s，p →﹁t， ﹁r →t，s

结论：p or q

证明：

 s 前提引入

 r→﹁s 前提引入

 ﹁r 拒取式

 ﹁r →t 前提引入

 t 假言推理

 p →﹁t 前提引入

 ﹁p 拒取式

 p∨q 前提引入

 q 析取三段论

由以上可推出李四盗窃了珠宝。

对于上面所讲的推理方法，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

题：

以上所使用的推理方法的总体思路为，从前提中的

公式出发，寻找已知公式之间是否可以使用推理规则而

得到一个新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又会作为新的前提继

续使用推理规则，直到最终推出题目中的结论为止。

推理的整个过程每一步要标清序号。

每一步的后面要写清本步所使用的规则。

当引入的前提之间不能使用相应的推理规则时，可

以使用之前所学的 16 组基本等值式将某个前提作变形，

如可以将珠宝盗窃案的推理过程中的第四步的前提使用

2. 讲解推
理的全过
程通过这
桩盗窃案，
引导学生
明白“天网
恢恢疏而

不漏”的道
理，并且提
醒学生要
做“遵纪守
法”的好公
民。引导学
生学习推
理过程中
需要注意

的几个问
题。
3.通过一
则历史小
故事“清水
断油钱案”
引出附加
前提证明
法。讲解附
加前提证

明法的证
明思路。通
过超星学
习通平台
随机选取
一位学生
上黑板完

成“清水断
油钱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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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等值式变为 r∨t 的形式，然后将 r∨t 作为新的前

提继续往下推导，而从﹁r→t 到 r∨t 所使用的规则即为

置换规则。

体会证明过程的因果联系，总是原因出现在前，结

果发生在后。

以上使用的推理的证明方法称为推理规则演绎法中

的直接证明法，即在证明的过程中是直接从前提出发使

用推理规则来证明结论，试想如果直接从前提出发无法

使用推理规则，那么又该怎么办呢？

下面我们学习：附加前提证明法和归谬法。

2．附加前提证明法

引入一则历史小故事：清水断油钱案，这起案件中蕴

含了这样的推理内容：如果钱不是从肉铺偷的，水面上

就不会浮起油脂；所以，如果水面浮起了油脂，则钱是

从肉铺偷的。

设 p：钱是从肉铺偷的，q：水面上浮起油脂

“清水断油钱案”蕴含的推理的符号化形式为:

前提：﹁p→﹁q 结论：q→p

对于“清水断油钱案”中蕴含的推理无法使用刚才

所学的直接证明法来证明，针对这样的问题，由于结论

是一个蕴含式，我们可以使用附加前提证明法来证明。

附加前提证明的总体思路为：如果要证明推理 1 是

否正确，可以转换为证明推理 2 是否正确。

证明。
4.通过另
一则历史
小故事“林
则徐不为
子孙谋钱
财的故事”

引出归谬
法。讲解归
谬法的证
明思路。通
过超星学
习通平台
随机选取
一位学生
上黑板完

成“林则徐
不为子孙
谋钱财的
故事”所对
推理的证
明。

学生活动：
1.以小组
为单位讨
论后，将 5
条线索对
应的符号
化公式上
传至超星
学习通中。
2.认真听

讲并积极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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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1 推理 2

理由：根据推理的定义，要证推理是否正确其实就

是证明对应的永真蕴含式是否是正确的，而永真蕴含式

是否正确就是判断前提的合取蕴含结论这样的公式是否

为永真式，根据这样的思路，对于推理 1 可写成的形式，

对作变形最终得到，由于公式和是等值的，所以

公式和所对应的推理具有相同的正确性，其中公式

所表示的推理为推理 2 的形式。

下面通过附加前提证明法，证明“清水断油钱案”

所对推理的正确性。

前提：﹁p→﹁q

结论：q→p

证明：

 q 附加前提引入

﹁p→﹁q 前提引入

 p 拒取式

3．归谬法

引入另一则历史小故事：“林则徐不为子孙谋钱财的

3. 认真思
考附加前
提证明法
的使用条
件及证明
思路。一位
同学上黑

板完成“清
水断油钱
案”的证
明，其他同
学在练习
本上完成。
4.认真思
考归谬法
的使用条

件及证明
思路。一位
同学上黑
板完成“林
则徐不为
子孙谋钱
财的故事”
的证明，其
他同学在
练习本上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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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这则故事中蕴含了这样的推理内容：子孙若如我，

不用留钱；子孙若不如我，不用留钱；子孙或者如我，

或者不如我；所以，不用留钱。

设 p：子孙如我，q：留钱

“林则徐不为子孙谋钱财的故事”蕴含的推理的符

号化形式为:

前提：p→﹁q,﹁p→﹁q，p∨﹁p 结论：﹁q

细心的同学会发现对于“林则徐不为子孙谋钱财的

故事”中蕴含的推理其实直接可以使用“构造性二难”

来推出结论﹁q，大家思考一下此时如果使用其他方法能

否证明呢，其实这个推理问题还可以使用归谬法来证明。

归谬法的总体思路为：如果要证明推理 3 是否正确，

可以转换为证明推理 4 是否位矛盾式。

理由：根据推理的定义，要证明推理 3 是否正确，

其实就是证明蕴涵式是否为永真式，对公式作变形得

到公式，由于公式和是等值的，所以要证明公式

所对的推理是否正确，其实就可以将结论的否定﹁C 看成

前提，在所有的前提中（包含﹁C）只要能证明存在矛盾，

则说明公式所对的推理是正确的。

前提：H1，H2，……，Hn 前提：H1，H2，……，Hn，﹁C

结论：C 结论：矛盾

推理 3 推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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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通过附加前提证明法，证明“林则徐不为子孙谋钱财

的故事”所对推理的正确性。

前提：p→﹁q,﹁p→﹁q，p∨﹁p

结论：﹁q

证明：

 q 结论的否定引入

﹁p→﹁q 前提引入

 p 拒取式

 p→﹁q 前提引入

﹁p 拒取式

 p∧﹁p （矛盾） 合取引入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1.通过学生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的结果检查学生

是否能够准确写出复杂推理问题的符号化形式，是否理解

了附加前提证明法和归谬法的证明思路，并检查学生的书

写过程是否规范。

2.学生能够使用所学的推理方法解决复杂的推理问

题，培养学生的知识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

3.通过珠宝盗窃案以及两则历史小故事对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

解决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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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六：使用 Prolog 语言解决逻辑推理问题（5 分钟）

主要内容 教学活动

Prolog 是当代最有影响的人工智能语言之一，普遍

应用于专家系统的设计与开发，该语言是以谓词逻辑为

基本表示语句，Prolog 的基本语句有三种：事实、规则

和询问，具体如下：

（1）事实用来定义谓词，例：likes(bill,book)表

示“比尔喜欢读书”；

（2）规则使用定义好的谓词推出新的谓词，由左边

表示结论的后件谓词和右边表示条件的前提谓词组成，例

如下面的语句表示“如果动物有羽毛，那么它就是鸟”；

bird(X):-animal(X),has(X,feather)

（ 3 ） 询 问 是 用 户 向 系 统 提 问 的 问 题 ，

例：?-student(john)表示“john 是学生吗？”。

如下 Prolog 程序：

likes(bell,sports). /*事实*/

likes(mary,music). /*事实*/

likes(mary,sports). /*事实*/

likes(jane,smith). /*事实*/

friend(john,X):-likes(X,sports),likes(X,music

). /*规则*/

当上述事实与规则输入计算机后，运行该程序，用户

就可以进行询问，如输入目标：

？-friend(john,X).

教师活动：
简要讲解
Prolog 语
言语法，激
发学生的
求知欲，引
导学生课
后 使 用
Prolog 语
言对珠宝
盗窃案进
行 推 理 。

（此活动
作为课外
分组实验
内容）

学生活动：
认真听教
师 讲 解
Prolog 语
法，并且课
后认真学
习相应语
法，完成课
外分组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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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系统会回答 X=mary。

本环节设计目的 备 注

1.将本节课所学的推理内容与具体的编程语言相联

系，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使学生将理论内容的学习转化

为具体的实践操作。

2.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

使用编程代码解决复杂推理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动 手 能
力

教学环节七：本课小结及反思（1 分钟）

主要内容
设 计 目

的

1.本节课学习了推理的定义以及推理规则演绎法中

的三种方法：直接证明法、附加前提证明法、归谬法，其

中推理规则是进行推理的重点，需要大家牢牢记住所学的

推理规则。

2.对于一个逻辑推理问题大家能够正确选择相应的

推理方法进行推理。

3.能够将本节课的推理方法应用在日常的学习和生

活中，并能够从推理的具体过程中感受原因和结果之间的

联系。

4.课后自学 Prolog 语法，并能够使用 Prolog 语言解

决相应的推理问题。

5.本节课主要学了推理规则演绎法中的三种证明方

帮助学生

归纳整理
本节课所
学的三种
推 理 方
法，并且
牢记相关
的推理规
则，课后
通过学生
自 学
Prolog 语
法加深对

推理问题
的理解，
并能够灵
活应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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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大家思考：通过推理的定义是否

还有其他证明推理的方法？

6.本节课所学的推理的证明方法能够用在日常生活

和学习中的哪些问题上？

节知识解
决问题。

课后作业及延伸

主要内容
设 计 目
的

一、证明如下两道推理问题的正确性，并试着使用 Prolog

语言来解决。

1.如果他是计算机系本科生或者是计算机系研究生，

那么他一定学过 C 语言而且学过 JAVA 语言。只要他学过 C

语言或 JAVA 语言，那么他就会编程序。因此如果他是计

算机系本科生，那么他就会编程序。

2.为庆祝九七香港回归祖国，四支足球队进行比赛，

已知情况如下，问结论是否成立？

前提：（1）若 A 队获冠军，则 B 队或 C 队获亚军；

（2）若 C 队获亚军，则 A 队不能获冠军；

（3）若 D 队获亚军，则 B 队不能获亚军；

（4）A 队获冠军

结论：D 队不是亚军。

二、阅读以下参考文献，并试着分析其中蕴含的推理内容。

1.清水断油钱案：

经典老梗【清水断油钱案】狄仁杰、包拯、宋慈三版

_哔哩哔哩_bilibili

2.网络作家痞子蔡的错误逻辑：

1. 通 过
两 道 推
理问题，
检 查 学
生 对 本
节 课 知
识 的 掌

握情况。
2. 观 察
哪 些 学
生 可 以
使 用
Prolog
语 言 来
完 成 证
明，培养

学 生 的
自 学 能
力、实际
动 手 操
作 能 力
以 及 解
决 具 体
推 理 问
题 的 能
力。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64718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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痞子蔡的逻辑错误_一森_新浪博客

3.林则徐不为子孙留钱财的故事：

[转载]林则徐不为子孙留财的故事_施洗若翰_新浪

博客 (sina.com.cn)

4.理发师悖论：

乱说：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 (baidu.com)

5.Prolog 入门教程：

Prolog 入门教程（完整版+专家系统案例）_雷炎氏的

博客-CSDN 博客_prolog

3.通过
课外阅
读参考
文献，培
养学生
的自学
能力和

逻辑思
维能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33d4501000ah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33d4501000ah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33d4501000ah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33d4501000ah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933d4501000aho.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b3c77460102x4nm.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00903683510842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6009036835108422&wfr=spider&for=pc
https://blog.csdn.net/qq_33017507/article/details/109502720
https://blog.csdn.net/qq_33017507/article/details/1095027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