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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11218.htm 三十八、规律的特性：客观性、

稳定性、普遍性、重复性 三十九、是否承认规律问题上的决

定论与非决定论： 决定论认为事物和现象有规律性，处于一

定因果关系之中。决定论又分为三种：机械决定论、神学决

定论、辩证唯物主义决定论。 非决定论认为事物和现象不具

有规律性，都是随机的、偶然的。 四十、必然性与偶然性：

1、定义：必然性是指客观事物联系和发展中合乎规律的、必

然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趋势，由事物内部根本矛盾决定的。 

偶然性是事物发展中不确定的、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的趋势

，由事物内部非根本矛盾和外因决定的。 2、二者是对立统

一的关系： 对立表现：二者产生原因与依据不同。 对事物发

展的作用不同。 统一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二者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 3、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关系的

指导意义： ①由于必然性与规律是同等程度的的范畴，所以

在科研中，要努力掌握必然性，减少盲目性； ②必然性存在

于偶然性之中，偶然背后隐藏着必然，因此实践要善于通过

偶然性去发现必然性，在必然性的指导下，研究发现新的偶

然。 ③反对两种倾向：夸大必然性，否定偶然性，认为“偶

然性是必然性的敌人”，导致机械决定论与宿命论； 夸大偶

然性，否定必然性，认为一切都是偶然的，导致非决定论。 

四十一、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 1、联系的观点与

孤立的观点对立； 2、发展的观点与静止观点的对立 ； 3、全

面与片面的对立； 4、承认矛盾与否认矛盾的对立（这是辩



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对立的根源： 1、辩证法承

认事物矛盾性，用矛盾的观点看待事物和研究问题；因而将

事物看作是联系、发展、全面的。 2、形而上学不懂得事物

的矛盾性，导致孤立、静止不变与片面的世界观。 四十二、

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 1、含义：内因指推动事物发展的

内部矛盾。 外因是影响事物发展的外部原因与条件，即本事

物与它事物的矛盾。 2、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的关系：①内

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与源泉，决定事物发展的性质，规定事

物发展的趋势与方面； 用。 外因是条件，通过内因起作用，

是事物发展第二位的原因；外因的作用是二重的，对发展起

促进或延缓作 ②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3、内因

与外因辩证关系的指导意义： ①在实践中，要坚持事物运动

的观点，着眼于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反对外因论； ②注重

内因同时注重利用外部条件，具体到现代化建设，既坚持独

立自主，自立更生；又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利

用好的国际环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