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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4008.htm 1．黑格尔认为：“举

凡一切人世间的事物财富、荣誉、权力、甚至快乐痛苦等皆

有其一定的尺度，超越这尺度就会招致沉沦和毁灭”。这句

话的哲学意义是 A．任何事物的质的规定都具有不确定性 B

．质总是一定事物的质，脱离一定的事物，质也就不存在了

C．度是判断事物是质变还是量变的根本标准 D．度是与事物

的量相统一的界限 2．在工作中防止“过”或“不及”的关

键在于 A．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B．认识事物的量 C．确定事

物的质 D．把握事物的度 [命题分析] 这两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度这一范畴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

具有一定的质和一定的量，都是质与量的统一体，反映特定

质和特定量相统一的哲学范畴成为度，它是指事物保持其质

的量的限度、幅度、范围及其数量界限，是与事物的质相统

一的界限。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极限或界限，叫做关节点

或临界点。关节点就是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

最高界限或最低界限。度就是关节点范围内的幅度，在这个

范围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突破关节点，超出这个范围，事

物的质就发生变化，形成新的质和量的统一。因此，认识事

物的存在都有度。把握度这一范畴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

度是判断事物是质变还是量变的根本标准。事物在度范围内

的变化是量变，超出度的范围的变化，就属于质变。黑格尔

《小逻辑》中的这句话的意思，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其次，

度又是实际工作中“适度原则”方法的理论依据，通常所说



的“过犹不及”，“过”与“不及”的问题，就属于没有正

确把握度。1题的正确答案是C选项。2题的正确答案是D选项

。 3．事物具有直接同一性的是 A．事物的量变和质变 B．事

物的量和事物的存在 C．事物的质和事物的存在 D．事物的

属性和事物的存在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质与事

物存在的直接同一性。 事物的质就是一事物成为它自身并区

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特殊的质就是特殊事

物的本身，质与事物存在是直接同一的。某物质所以存在，

之所以是它自己，并于他物相区别，就是由于它具有自身的

质的规定性。属性并不等于事物的质，属性是一事物与他事

物的相互联系中变现出来的质。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

度，以及事物构成成分在空间上的排列组合等等可以用数量

表示的规定性。质和量是事物两种不同的规定性。质与事物

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而量的存在与事物的存在并不是直接

同一的，同一事物在一定范围内的数量增减并不影响某物之

为某物。事物量变和质变之间是辩证的关系，并不具有直接

同一性，表现在：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

然结果；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

张；事物的质变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

新的量变。因此，该题的正确答案选C。 4．《庄子》中有一

则寓言：“狙公赋，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

‘然则朝四而暮三。’ 众狙皆悦。”寓言中蕴含的哲理是 A

．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张 B．量变的过程中有部分质变 C．

事物的量变在度的范围内并不能引起质的改变 D．事物的排

列方式的改变必然引起质变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量变的表现现形式。 量变同质变相对，是事物运动的基本



状态之一，指事物在数量方面发生的变化，即事物在原有性

质的基础上，在度的范围内发生的变化，也称做渐变。它包

括数量的增减、场所的变动、组成要素排列次序的变化和事

物功能的变异等形式。量变具有连续性、平稳性等特征。人

们日常看到的统一、相持、平衡和静止等，都是事物处于量

变过程中呈现的状态和面貌。量变的表现形式是复杂的，首

先是量变形式的多样性，即由数量的增减引起的质变和由于

构成事物成分的排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而引起的质变

。其次是总的量变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 《庄子》中的这

则寓言的意思是：养猴的老人给猴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

子很不高兴，换作早上四个晚上三个，众猴却喜形于色。其

实，并没有变，总量也没有变，老人只是改变了一下的排列

次序，并没有引起质变。猴子们前后的变化是因为它们没有

看到实同形异的本质。因此本题正确答案选C。 5．部分质变

是指 A．质变过程中有量的扩张 B．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局

部或阶段性的质变 C．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D．量变的客

观性和普遍性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部分质变的

内涵。 部分质变分为阶段性部分质变和局部性部分质变两种

形式。阶段性部分质变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未变而比较次要

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事物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局部

性部分质变是指事物全局的性质未变而其中某些部分发生了

性质的变化。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选项。 6．按照唯物辩证法

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变化是 A．

根本性的质变 B．单纯的量变 C．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

变 D．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量变和质变的具体表现。 自由资本主义是以自由竞争为



特征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的上升阶段，萌芽于

封建社会末期，封建社会被摧毁后开始建立和发展，19世

纪70年代发展到顶点。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可以不

受限制的自由投资、自由生产、自由销售。自由竞争的结果

加剧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垄

断。垄断组织一旦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基础，自由竞争

就被垄断所代替。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

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从自

由竞争到垄断阶段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性质，只

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因此选C。百考试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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