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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讲的是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这一章的重难点

较多，如普遍联系原理；发展的过程性；现象和本质；必然

和偶然；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辩证的否定观的内容及意义；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及意义；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

系及意义；科学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等。 考研中，本章每年

都有选择题或分析题出现，或选择题、分析题兼有之，题量

较大，分值也较高，是历年考研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立统

一规律的相关内容，更加重中之重。万学海文就这章的疑难

点题目为例，作出解析，以供同学们参考 。 例一：多选题 下

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 . 在任何条件下,否定方面都更加有利

于事物的发展。 B. 辩证否定的根本动力是事物的内部矛盾。

C. 辩证地否定作为发展的环节,体现着新旧事物阶段之间的差

异、排斥和非连续性。 D.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否定之否定

阶段是肯定阶段的重复。 答案：B、C。 解析：A项错误，事

物内部都包含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究竟哪一个方面更加有

利于事物的发展，应该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对一个健康

的人而言，肯定方面更有利于他的发展，但对于一个病人而

言，否定方面则更有利于他的发展。B正确，内因是事物发展

的根据，也是辩证否定的根本动力。C项正确，辩证的否定

就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作为发展的环节，就是

指新鲜事物或新阶段要对旧事物、旧阶段中的不合理内容加

以批判、排斥、否定。这就会使新旧事物、新旧阶段之间表



现出差异和非连续性。D也是错误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否

定之否定阶段的确要重复肯定阶段的某些特征，否定之否定

阶段具有前进性。 知识点总结： 否定之否定规律有关知识点

总结。1、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区别：肯定方面维持现存事

物的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则是指促进现存事物的转化和灭

亡的方面。2、辩证否定观的内容：是内部矛盾所推动的，既

是联系的环节又是发展的环节，是扬弃的过程。3、扬弃的含

义：既发扬又扬弃、既肯定又否定、既有连续性又有非连续

性的过程。4、形而上学否定观的缺陷：外力否定观、肯定一

切或否定一切。5、否定之否定过程：在每个周期内，事物发

展都要经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6、事物发

展的道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例二： 关于真象、假象

和错觉的关系中说法正确的有( ) A.现象可分为两种：即真象

和假象。 B.无论真象还是假象都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C.假

象是客观的、第一性的，错觉是主观性的、第二性的。 D.现

象是个别的、特殊的，本质则是一般的、普遍的。 答案：A

、C、D。 解析：A对，见总结。B错误，无论真象还是假象

都是客观存在的、第一性的，都不是认识。认识是主观的、

第二性的。C项对，理由同上。D也正确，现象是事物外的外

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因而是个别的、特殊的，而本质则是事

物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存在于各种现象之中的共同的、

普遍地内容，因而是共性、普遍性。 知识点总结： 有关现象

本质的知识点总结。1、现象的两种基本形式：正象和假象

。2、真象和假象表现事物的本质的特点：真象是事物本质的

正面的、真实的表现，而假象则是事物本质的反面的、歪曲

的表现。3、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道理：获得现象材料、加工



抽象现象材料达到对本质的认识并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的认

识。 例三：分析题 一些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一阴一阳之

谓道”、“凡物必有合⋯⋯有合各有阴阳”。“天下万物之

理，无独必有对”，“万物莫不有对”。“有无相生，难易

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简析

上述论点中包含的辩证法思想，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

面的基本原理及其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意义。 答案：上述观点

指出了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相互联系、包含矛盾，矛盾双方

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是这些辩证法

思想是朴素的，并带有一定的宗教的、神秘的色彩。 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揭示客观事物自身的固有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唯

物辩证法，特别是毛泽东系统的发展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学

说，科学地阐述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以及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

的相互关系的原理。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一切事

物发展的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双方既相

排斥，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并在一定条件下

向对立面转化。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对立统一，不可分割，

二者的辩证结合构成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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