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6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人大串讲内容三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6_88_90_c66_158266.htm 1.3.1什么是辨证法和形而上学？

辩证法的历史形态是什么？（1） 辨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

系和永恒发展的，事物内部矛盾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发展（2）

辩证法有三种历史形态：A古代朴素辩证法B近代唯心辨证

法C现代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认为世界是孤立、静止不变的

，世界是没有矛盾的，不会发展的1.3.2发展的本质？新事物

必然会战胜旧事物？ 答：所谓发展是指事物的运动和过程。

发展首先是一种运动：从性质上讲，发展是一种前进运动，

既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从内容上讲，发展

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是新陈代谢，除旧布新；从形式上讲

，发展是量变到质变。发展不仅是运动，而且也是一个过程

，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发

展从本质上讲，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所谓新事物是指符

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

东西。反之，旧事物就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存在

必然性的、日趋灭亡的东西。 新事物必然会战胜旧事物，因

为三点：第一，事物发展的辩证性质决定新事物战胜旧事物

。新事物是在旧事物内部孕育成熟，发展起来的。它是旧事

物赖以存在的因素，又是促进旧事物灭亡的因素。旧事物无

法克服新事物，新事物在发展中必然否定旧事物。第二，新

事物在本质上比旧事物优越。新事物否定了旧事物中腐朽过

时的东西，吸收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添加了旧事

物中不能容纳的新的内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第三，在社



会历史领域，新事物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广大人民群

众支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新

事物总是不可战胜的? 1.3.3 矛盾问题的精髓是什么？ 答：1.矛

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无处不

在，并贯穿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无时不有。矛盾的普遍

性指同类事物矛盾所共同具有的性质，即矛盾的共性。矛盾

的特殊性是指矛盾的差别和个性，（具体表现在：第一、不

同事物的矛盾及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第二、矛盾及矛盾方面

地位、作用的特殊性。第三、矛盾解决形式的特殊性。） 2.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的统一。第一，矛盾的普遍性

和特殊性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普遍性存

在于特殊性之中。另一方面，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特殊

性与普遍性相联系而存在。第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

相互区别、相对绝对的关系，共性只是包括个性中共同的、

本质的东西，个性总有许多自己独有的特点，是共性包括不

了的，个性比共性丰富得多。所以二者不能互相代替。第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可以相互转化、相互转化的关系

。 1.3.4 为什么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答：

（1）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

。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处于实质和核

心的地位。（2）在唯物辨证法的理论体系中，对立统一规律

处于实质和核心的地位，这是因为： ①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

普遍联系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事物内部的矛盾；② 对立

统一规律贯穿于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也

是理解和把握它们的关键； ③ 矛盾分析法即对立统一分析法

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④是否承认对立统一规



律即矛盾规律，使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焦点和根本分歧

。（3）强调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不是

要以它代替其他规律范畴，而是要全面而有重点、完整而又

准确地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把握唯物辩证法与形而

上学的本分区别。 1）对立统一规律，即事物的矛盾运动规

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2）对立统一规律是理解唯物

辩证法全部理论的关键。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及否定之否

定过程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3）矛盾分

析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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