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考研哲学密压最后10道题及其参考答案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8_80_83_c73_115143.htm 一，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

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

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

宁选集》第2卷，第266页） 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则是对

自然界具体事物的具体形态、结构、属性的认识,并将随着自

然科学的发展而日趋深化。 1分析哲学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

关于物质结构理论的关系。 2列宁的这个物质定义，有何重

大意义。来源：www.examda.com 参考答案： 1．物质是“标

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它的惟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物

质结构理论是人们关于物质的组成成分及其结构的观点的总

和。哲学的物质范畴和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的关系，是

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物质和物质

的具体形态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哲学是研究物质的共性的

，哲学的物质范畴是对一切物质形态、结构和属性的共同本

质的认识。自然科学是研究物质的个性的，物质结构理论是

对某一具体物质形态的结构和属性的认识。哲学物质范畴所

反映的物质的惟一特性，即客观实在性，是绝对的、不变的

；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是科学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关于自

然界物质结构一定层次的理论概括，是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不断深化的，是相对的、可变的。哲学物质范畴以自然科学

物质结构理论为基础，物质结构理论又以哲学物质范畴为指

导。哲学物质范畴不断从物质结构理论中吸取营养，自然科

学关于物质结构理论的重大突破，总是极大地丰富着哲学物



质范畴，近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了近代形而上学唯

物主义物质观的形成，现代自然科学的出现和发展为辩证唯

物主义物质概念的完成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样地，物质结构

理论的研究要以哲学物质范畴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

。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的研究，只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物质

范畴理论的指导，才能把握新的物质现象，才能对复杂事物

和现象做出科学的分析和合乎实际的说明。 2．列宁的这个

物质定义，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它坚

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二元论划清了界

限。 第二，它指出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为我们

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具有可知性，坚持了辩证唯

物主义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同怀疑感觉经验之外的客观实在

、否认客观事物可知性的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为人类探索

宇宙的奥秘指明了方向。 第三，它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统一

作了最高的哲学概括，指出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形态的共

性，具有深刻的辩证性质。 二，牛顿认为，“空间是一切事

物的贮藏所”，时间在事物之外均匀流动，与外界无关，存

在着“空无一物”和“空无一事”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

你是否认同牛顿的观点，为什么？ 参考答案： 不认同，这是

机械唯物主义时空观。物质运动同时间和空间存在着内在的

联系。物质运动具有时空特征，并且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才

能进行。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

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顺序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空间

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伸张性、广延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

时空和物质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离开时空的物质运动和离开

物质运动的时空都是不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不是事物的储藏



所，而是运动着的事物的存在形式，时间和空间同事物是不

可分割的，不是储藏与被储藏的关系。 三，素质拓展训练中

有种活动“毕业墙”：面对一堵３米高光秃秃的墙，不借助

任何工具，单个人能过去吗？不能，就是再身手敏捷的小伙

子也是不行的。但是一个团队１００多人包括不少女同志就

全部过去了，通过搭人梯，通过互相拉扶，完成了单个人根

本不可能做到的艰巨任务。这个活动说明了一个什么哲学原

理。 参考答案： 系统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要素

组成的具有稳定结构和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具有整体

性。一是系统的整体性质只能存在于各个组成要素的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不是各个孤立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

单相加。二是处于某系统中的要素，其性质、功能要受该系

统整体的影响和制约，离开了整体，其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素质拓展训练说明了系统的功能大于部分之和。来源

：www.examda.com 四，舍罕王是古印度的一位国王，他打算

重奖一位国际象棋的发明人。这位发明人只要求在棋盘的第

一格放一粒麦子，第二格放两粒，第三格放四粒，每一格比

前一格加一倍，把棋盘64个格全放满就行了。国王听完后欣

然答应。谁料还没放到第20个格，一袋麦子就空空如也。国

王很快就看出来，即便把全印度的麦子都给他，也实现不了

他的诺言。这位发明者所要的麦子究竟有多少呢? 1＋2＋22

＋23＋24＋⋯⋯＋262＋263 这种几何级运算的结果是： （264

－1）/(2－1)＝264－1＝18，446，744，073，709，551，615（

粒） 这个数字的麦粒大约是四百多万亿斤，相当于全世界在

两千年内生产的全部麦子。运用辩证法原理分析国王犯了什

么错误？ 参考答案：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而事



物的变化表现为量变和质变两种运动状态。量变是事物数量

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是一种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质变

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

是渐进过程的中断。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是事物的变

化是否超出度，在度的范围内的变化是量变，超出度的变化

是质变。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或基本

形态，它们是有区别的、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的。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是：一方面，量变向质变转化，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说明量

变对于质变既有必要性，又有必然性，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

。另一方面，质变向量变转化，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体

现和巩固量变的成果，而且可以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这说

明质变对于量变既有必然性，又有必要性，而且只有质变才

有新事物的产生和世界的发展。国王的错误在于忽视了量变

，不懂得多与少、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在看来似乎微不

足道的数字面前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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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