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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辨析题 1.新生事物就是新出现的事物。 （1）混淆了新

旧事物的本质区别。 （2）新生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规

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则是指丧失

了存在的必然性而日趋灭亡的事物。 （3）区别新旧事物的

根本标准：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是否有强大的生

命力及远大前途。不能把是否是新出现的作为衡量标准。有

些事物虽然是新出现的。但本质上却是旧事物，是旧事物以

新的形式出现了。 错误 2.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

中。 理由如下： （1）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矛盾的特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

个侧面都各有其特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

和个性的关系，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2）每一事物既

包含矛盾的普遍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统一。矛盾的普遍性是从许多特殊矛盾中抽象出来的共性

，它只概括了每一特殊矛盾的一部分、本质，而不是矛盾特

殊性的全部。所以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并

通过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出来。 答案：正确 3.偶然性对人们的

实践活动只起破坏作用。 （1）这是对偶然性的一种片面性

的认识。 （2）偶然性是和必然性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它是

指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产生于事物的非根本矛

盾和外部条件。 （3）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是必然性

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受必然性的支配和制约，对事物的发展



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4）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事物

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所提供的"机遇"，揭示其背后的必然

规律性。在实践活动中，利用偶然性所提供的有利"机遇"，

促进事物的发展，避免不利的偶然性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阻碍

和破坏作用。 错误。 4.假象是一种错觉。 （1）假象与错觉

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混淆。 （2）假象是现象的一种，

是歪曲地表现本质的现象。假象同真象一样也是本质的表现

。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环节、一个方面。 （3）假象和

错觉有本质的区别：假象是客观事物本身的表现，是客观的

；错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错误认识，是主观的。 （4）假

象同错觉又有联系，即假象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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