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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6579.htm 1．“天下难事，必作

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子的这句话中包含的哲学

道理是 A．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 B．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

性 C．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D．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命

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题干引

自《老子》第六十三章，意思是说谋划难做的事，也得从最

容易的事做起，规划宏伟的目标，还得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

起，体现的是质量互变规律。答案选CD。 2．下列例子中属

于否定之否定现象的有 A．冰─水─汽 B．生产粮食─粮食

被人消费─生产粮食 C．团结─批评─团结 D．光的微粒说

─光的波动说─光的波粒二象说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

点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具体应用。 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

客观事物的发展，由于自身内部矛盾的作用，是一个由肯定

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合乎客观规律的过程。这一过程

历经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由肯定到否定，再由否定到第二

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事物发展因此表现为一个周期。 否

定之否定形成的事物发展的周期是一个开放的周期。表面上

看，否定之否定是对第二阶段否定的否定，这相当于对第一

阶段肯定的肯定，事物的发展经过两次否定后仿佛又回到原

来的出发点。实质上，否定之否定不同于第一阶段的肯定，

作为事物发展第三阶段的否定之否定是在经过两次扬弃，吸

收了肯定阶段和否定阶段的优点，抛弃了其各自得片面性的

更高层次的发展，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归和在更高阶段上的



重复。 水的三态的变化，只是表现形态的不同，并没有扬弃

的过程，因此不属于否定之否定。 选项B是关于经济学领域

中关于“生产和消费以及再生产”的否定之否定的表现。生

产为消费提供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消费实现

了第一阶段生产的目的和意义的同时，为下一次再生产提出

了新的要求。C选项是延安整风运动采取的方针，在团结党

内同志的基础上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犯

错误的同志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而着重分析其犯错误的环

境和原因，以达到再弄清思想的同时进一步团结同志的目的

。D选项是关于“光”的性质的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17

世纪末，牛顿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认为光是由微粒状的物质

组成的。不久，惠根斯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光的波动说，

认为光是一种波动。最终，爱因斯坦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

出光的波粒二象说，认为光既是波，又是微粒，是连续的，

又是不连续的。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CD选项。 3．形而上学

否定观主张 A．事物的自我否定 B．外在力量对事物存在性

的消灭 C．包含肯定的否定 D．主观、任意的否定 [命题分

析] 该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形而上学否定观的缺陷。 唯物辩

证法认为肯定与否定是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的。①辩证的否

定是包含肯定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自身肯定

因素和否定因素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②辩证的否定是发展

和联系的环节。③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它克服旧事物中

的消极因素，保留它的积极因素。在分析事物时必须同时看

到它的肯定的方面，又要看到它的否定的方面。坚持辩证的

否定观反对形而上学否定观。 形而上学否定观割裂了肯定与

否定的辩证关系，讲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是排斥一切否定



的绝对肯定；讲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是排斥一切肯定的绝

对否定，是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的否定观。而且形而上学

否定观否定了事物的内部矛盾，认为否定只能是来自外力的

否定，是否认“内因论”而只承认“外因论”的否定观。因

此，答案选BD。 4．唯物辩证法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

命的，因为它 A．认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B．对每

一种既成的形式都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和对待 C．认为事

物的变化发展只有间断性，没有连续性 D．在对现存事物的

肯定理解中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辩证法的本质，尤其是辩证否定观的革命的批

判的本质及其意义。 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用联系的

、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革

命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世界是永恒发展的过程；发

展的本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事物发展的总趋

势是前进上升的。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的本质就是指站在发展

、前进运动和变化的高度，从肯定与否定的统一、生成与灭

亡的统一、现实的暂时性和发展的永恒性的统一上来理解和

对待一切事物。所谓其革命的本质就是指站在上升、前进、

发展的立场上，促进和实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和

壮大，推动世界不断地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据此分析各项

，C项是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相对立的形而上学观

点。对其他各项的分析，关键是理解黑格尔为普鲁士君主专

制国家作论证时提出的著名论断：“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

黑格尔的命题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

”保守性命题得出了革命性的结论：“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



灭亡的”。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D选项。 5．对立统一规律

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因为它 A．揭示了事物发展

的方向和道路 B．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C．揭示了

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 D．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和本质内容 [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

的实质和核心。 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处于实质和核

心的地位。主要表现在：（1）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自

己运动”的源泉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从根本上否定和摒

弃了求诸于外因或神秘的“第一推动力”去说明事物运动发

展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把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建立在

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为科学地说明事物的发展及其规律提

供了可能。（2）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学说，

而对立统一规律深刻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

物的普遍联系最突出最根本的是系统联系，而系统正是由多

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是旧

事物灭亡和新事物产生，而这正是由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又对

立又统一所造成。离开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运动发

展，便无从说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3）对立统一规律是贯

串于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为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其他

规律和范畴提供了科学的钥匙。不论质量互变规律揭示的量

和质、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还是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肯定

和否定、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及形式和内容、可能和现实

、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等范畴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或是对立统一关系的表现。

（4）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认识方法。唯物辩证法作为宇宙

观，最根本的就是关于世界矛盾的观点；唯物辩证法作为认



识规律和认识方法，最根本的就是矛盾的规律和矛盾分析的

方法。离开对立统一观点，就谈不上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和正

确、有效的改造。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D选项。 编辑重点推荐

： ★ 2009年考研复试资料汇总 ★ 历年考研英语常考词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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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09年考研初试成绩将于3月10日左右公布 ★ 山东省2009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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