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考研政治哲学部分复习指导(三)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4/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80_83_c73_454653.htm 第三章 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

规律 1.本章在学科中的地位 本章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

物辩证法的全部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干”部分。

本章所阐述的内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各个组成部

分，即唯物论、认识论、唯物史观之中。因此把握本章内容

对于复习其他各章内容都是具有重要方法论指导意义的。 2.

重点难点 （1）重要概念：辩证法、形而上学、联系、发展

、过程论、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两点论和重点论、度、量变和质变

、肯定和否定、辩证的否定观、规律、4决定论、非决定论、

辩证决定论、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偶然性。 （2）普遍联

系的原理及意义。 （3）唯物辩证法过程论的内容和意义。 

（4）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规律的客观性、重复性。 （5）发

展的肯定和否定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6）发展是新事物的

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事物发展的

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7）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

性、原因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 （8）对立统一规律在

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

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

实践意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关系及意义。 3.复习中应

注意的问题 考生在复习本章时要特别注意： （1）要紧紧抓

住一个根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以此为主线来理解其他

问题 （2）不要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亦即共性



和个性的关系与系统论中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等同。 （3）

质变虽然变化显著，但不等于说一切质变都优于量变。 （4

）在理解规律的重复性时，不要误解为是指具体事件的重复

。规律的作用可重复，具体事物、事件是无法重复的。 本章

中的有关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学说的所有原理都可以综合

在一起作为分析题的原理部分。此外，对立统一规律的有关

原理还可以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与政策”等学科综合在

一起出大型分析题。 4.考试预测 本章有可能运用唯物辩证法

的矛盾学说或范畴分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经济、思想

文化等实际问题。2008年最可能出的题型是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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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