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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教师 袁杰 辩证法具体包括三大观点：联系的观点、发展

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在高考中占有重要位置，约占20分。

在复习时，考生可以调整课本章节顺序，以达到复习的系统

化。 -复习坚持“三个一” 明确一个逻辑起点世界普遍联系

的。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概念，联系构成发展，发展

是对联系的具体化；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

然的联系；对立统一两个方面构成矛盾的联系；内因和外因

、量变和质变、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联系表现了事物发展的原

因、状态以及道路之间的联系。 突出一个核心矛盾的观点和

矛盾分析法。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它要求我们两分法，防止

片面性；矛盾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不平衡性。 坚

持一个基本观点和线索发展的观点。联系是发展的逻辑前提

，规律是事物发展的特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量变和

质变是事物发展的状态；前进性与曲折性是事物发展的道路

和趋势。 -注意辩证法中的“不等式” 在复习时，可以参考

这些“不等式”：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联系之中”≠“

世界上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前者强调的是联

系的普遍性，后者否定了事物联系的条件性和客观性。 矛盾

≠矛盾的双方，如：“矛盾是指事物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

的两个方面”是错误的。 辩证矛盾≠逻辑矛盾。前者是指事

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后者是指说话叙事过程

中出现前后不一致、互相打架的现象。 辩证矛盾≠日常生活



中的矛盾。后者是指矛盾双方对立激化的表现。 主要矛盾≠

首先解决的矛盾，前者是根据各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

的地位和作用而划分的，后者是根据解决的先后顺序而划分

的。 主要矛盾≠矛盾的重要方面，前者是就不同矛盾而言的

，后者是就矛盾双方而言的。在方法论上前者要求抓重点、

中心、关键，后者要求把握主流。如果材料中出现“辨方向

”、“识大局”、“从总体上说”、“占主体”、“性质”

、“本质”等词，一般说来体现的是矛盾主次方面的原理。 -

知识点复习避免误区 结合各个知识点，同学们在复习时要注

意以下问题，以免出现误区： □“联系观”部分 联系的客观

性是指人们不能否定事物的联系，也不能把主观联系强加于

事物。因此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联系和创造联系，但可以根据

事物的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建立新的具体联系。 原因

和结果是先行后续的关系，但先行后续的关系不一定是因果

关系，还必须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整体和部分可以从静

态来理解是指事物有机统一体和构成事物有机统一体的各个

方面，从动态来理解是指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阶段。考

生往往忽视第二种情况。 整体功能不一定大于各部分之和，

只有当各部分以合理、有效、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才会大

于各部分之和。 □“发展观”部分 正确把握物质和运动的关

系：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首先，物质是运动的物质，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离开运动谈物质，是形

而上学的观点。其次，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主

体(或承担者、载体)。离开物质谈运动是唯心主义观点。 正

确把握运动和静止的关系：运动是普遍的、永恒的、无条件

的、绝对的；而静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它有两种情形：



一是指事物之间的空间保持不变；二是指事物某一方面的性

质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基本不变。静止是一种不显著的运动，

是运动的特殊状态，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绝对

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离开运动谈静止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离开静止谈运动是不可知论。 正确把握变化和发展的关系

：发展是一种运动变化，但只有上升的、向前的、进步的运

动变化才是发展。 判断新旧事物的根本标准是看其是否符合

客观规律，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而不能

以事物出现时间的先后、一时力量的强弱发展速度的快慢是

否成熟和完善、事物的名称旗号等判断。 事物的性质由内因

决定、由矛盾的特殊性决定、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这几种

说法都是正确的，是分别相对于外因、普遍性、矛盾的次要

方面决定的。 外因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

、非常重大的作用，但不能起决定作用。 内因和外因是第一

位和第二位的关系，但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因此“

先有内因后有外因”、“内因决定外因”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 发展与质变的关系，发展是质变，但质变不一定是发展。

新事物战胜旧事物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既抛弃旧事物中消极

过时腐朽的东西，又吸取和发扬旧事物中积极的、合理的因

素，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也不是简单地否定。 □“矛盾观”部

分 在矛盾的同一性中，矛盾双方的转化比依存更重要。矛盾

双方的转化是指地位的转化，而不是简单地甲变成乙、乙变

成甲。 坚持两点论应根据不同的事物具体考查各自的两点，

不能把两点仅仅理解为优点和缺点、成绩和错误。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

质的东西、活的灵魂。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二者是共性与



个性的关系，而不是整体与部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普遍

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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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