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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8_AA_E5_BC_A0_E4_c73_115601.htm 一、单项选择题：1

～16小题。每小题1分，共16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

，只有一个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

的字母涂黑。1． “风定花犹落，鸟鸣山更幽”形象地表达

了动和静的辩证关系是A．静不是动，动不是静 B．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C．动是必然的，静是偶然的 D．动是静的原因，

静是动的结果来源：www.100test.com答案：B分析 这道选择题

所考查的知识点是对运动和静止辩证关系的理解和确认。题

干是王安石的著名诗句，从哲学意义上分析该诗句体现运动

和静止的辩证关系是：上句“风定花犹落”是说“静中有动

”，下句“鸟鸣山更幽”是指“动中有静”，两句合起来正

是体现了动映成趣，即“动中有静和静中有动”的辩证关系

。选择此题，必须首先理解诗句的含义，然后再分析其蕴含

的哲学道理。此种类型题从形式上看有一定难度，但只要抓

住答题的规律，这一分应很容易得到。特别是该题是老师在

课堂上讲到运动和静止关系的时候，列举的一个典型的例题

，也是相关辅导材料上的原题，凡是听过课的，做过题的，

都应毫不费力找到正确答案。如果有的考生丢分，会是误

选A项。该题的正确选项是B。2． “挟泰山以超北海，语人

曰吾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吾不能，是不

为也，非不能也。”《孟子》中的这段话启示我们，做事情

时要区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二者的区别在于A．人的主观

努力程度 B．对人是否有利来源：www.100test.comC．现实中



有无根据和条件 D．现实中的根据和条件是否充分答案：C分

析 该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关于对可能性概念的确认。可能性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具体可区分为：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现实的可能性和抽象的可能性；好的可能性和坏的可能性

；大的可能性和小的可能性。该题的目的是要求考生找出区

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可能性和不

可能性区分的依据就是在“现实中有无根据和条件”（C项

）。所谓可能性就是指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能找到变成现实

依据的，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变成现实根据和条件

的就是不可能了。此题的题干给定的内容是《孟子》中的一

段话，之乎者也似乎很难，但后面问的问题“做事情时要区

分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二者的区别在于”，这就等于说，孟

子的话在题中只是辅助的作用，理不理解，懂没懂，曰的是

什么已不重要，对于选择该题没有障碍。考生只要看过书，

听过课都能轻松得到这一分。此题的正确选项是C项。3． 马

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形态。它们

是A．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时间经济社会B．原始

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C．农业社

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来源：www.100test.comD．人的依赖

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答案：D

来源：www.100test.com来源：www.examda.com分析 该题所考

查的知识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

解和把握。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

形态：第一历史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与

自然经济形态相联系。在这个阶段中，个人没有独立性，直

接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第二历史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



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与商品经济形态相联系。在这

一阶段中，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

面的需求以及整体的能力的体系。由于社会关系以异已的物

的关系的形式同个人相对立，人的发展依然受到社会关系的

束缚和压抑。第三历史阶段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

在这一阶段中，人将在丰富、全面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

全面的发展，成为具有自由个性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实

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该题对于那些政治理论

基础知识掌握不全面、不牢固、审题不认真的考生来说，最

容易由于误选B项或A项而丢了这一分。其实该题并不难，只

要认真审题，抓住题干中问的关键句“根据人的发展状况”

，然后到选项中找到有关与“人的发展”相关的那个选项就

会轻松得到这一分，即便是根本不懂得选项是什么意思都没

关系。该题再一次提示考生，到了考场上一旦遇到自己不太

理解，复习时没有复习到位的问题的情况下，认真的反复审

题，找关键语句是多么重要。该题的正确选项是D。4．列宁

说：“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

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

、忍气吞声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

的各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感激不尽以至垂涎欲

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这三种奴隶的思想意识之

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由于A．人的社会意识并不都是

社会存在的反映B．人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一致性C

．人的社会意识中的各种形式之间相互作用D．人的社会意

识具有历史继承性答案：B来源：www.examda.com分析 这道

单项选择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表现



的理解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但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的制约下有其独立发展的规律性，

具体表现为：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或叫

做不一致性；社会意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社会意

识发展的继承性；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

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题中列宁这段话是讲述

了，虽然作为奴隶是处在同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

的条件下，但他们个人的社会意识则完全不同。列宁具体指

出了奴隶中的三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及其表现。这正好体现了

“人的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一致性”（B项）的基本原

理。该题考的是最基本的理论，没有任何难点。如果考生得

不到这一分，说不过去。 二、多项选择题：17～33小题，每

小题2分，共34分。下列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至少有两个

选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17．关于龙的形象，自古以来就有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

似鹰、掌似虎、耳似牛”的说法。这表明A、观念的东西是

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B．一切观念都是现

实的模仿C．虚幻的观念也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D．任何观念

都可以从现实世界中找到其物质“原型”来源

：www.examda.com答案：ACD分析 这道不定项选择题考查考

生对意识本质的理解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对

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对于这些基本

观点考生都能把握。但其蕴义，有的考生则不一定都能理解

。所谓“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

象”，展开来有三层含义：一是说意识是对客观存在近似的



反映；二是说意识是对客观存在能动的反映；三是说无论正

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包括虚幻的意识（如鬼神观念）都

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都能从客观存在中找到原形。因此列

宁概括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

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题该所给定的人们关于对龙的形象的

各种说法，正好体现了意识的本质，即“任何观念都可以从

现实世界中找到其物质‘原型’”（D项）；“虚幻的观念

也是对事物本质的反映”（C项）；也就是列宁所概括的“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而已”（A项）。但一切观念并不都是对现实的模仿（B项）

，还有根据现实的想象、虚幻的反映呢。这样排除错误选项B

，A、C、D三项则是该题的正确选项。该考点既是考生要掌

握的最基本的考点，也是老师辅导时指出的重中之重，而且

题中给定的选项，也是在课堂上老师要求考生一一必须记在

资料中对应知识点上的内容，没有任何难点，必得的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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