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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66839.htm 1．认为“必然性是有

原因的，偶然性是没有原因的”，这一观点 A．将导致机械

决定论 B．将导致非决定论 C．否认了偶然性的作用 D．否认

了因果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

必然性与偶然性。 认为“必然性是有原因的，偶然性是没有

原因的”，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生都

是有原因的。必然性产生于事物内部的根本矛盾和本质性原

因，因而它在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并决定事物发展的方

向。偶然性产生于事物的非根本矛盾或外部条件，因此一般

处于从属地位，能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使发展的具体过

程表现出某些具体特点和偏差。事物的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

性综合作用的结果。认为“必然性是有原因的，偶然性是没

有原因的”，往往忽视偶然性的作用，导致机械决定论，因

此选AC。另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不引起结果的现象，也没有

无原因的现象，因果联系具有客观普遍性。认为“必然性是

有原因的，偶然性是没有原因的”，否认了因果联系的客观

普遍性，在此意义上，又会导致非决定论的观点，因此也

选BD。 2．科学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因此“偶然性是科

学的敌人”，这个论断 A．正确地反映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在

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B．违背了科学的任务是通过偶然性去揭

示必然性的事实 C．正确揭示了科学的严谨求实的态度 D．

实质上是主张纯粹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论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

的知识点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把握必然性与偶然性



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的意义。既然

必然性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本质和总趋势，处于事物发展的主

导地位，那么探求必然性，研究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当然

就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

偶然性，说“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就割裂了必然与偶

然的辩证关系。科学当然是研究必然性的，但是偶然性不是

科学的敌人，在科学研究中要重视一切偶然性和“机遇”。

必然性不是赤裸裸地存在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

道路，所以科学必须抓住偶然性，并从偶然性中深入到事物

的必然性中。本题的正确答案是BD选项。 3．“如果事物的

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

多余的了。”这个论断表明 A．现象和本质是有区别的 B．

现象是由本质决定的 C．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是一次就完成

的 D．科学研究必须透过现象达到事物的本质 [命题分析] 本

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 本质和现象的关系

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本质不是现象，现象不是本质

，二者不能混同。相比较而言，现象外露于事物的表面，人

们的感官可以直接感知；本质深藏于事物的内部，人们的感

官不能直接感知，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个别

的、片面的东西，是事物本质的具体表现；本质则是同类现

象的共性。现象多变易逝；本质则相对稳定。现象要比本质

丰富、生动；本质比现象单纯、深刻。另一方面，本质和现

象又是相互统一的，二者是客观事物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本质不能脱离现象而存在，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

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也不能脱离本质，任何现象都是

本质的表现，都要受特定的本质支配。 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



系决定了人类科学认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正因为现象和本

质是对立的，这才产生了科学认识科学研究的必要性。马克

思说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

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这也就是说，科学的重

要任务是要透过事物的表现形式去研究事物的本质。对于一

个事物，只有正确地认识到它的本质，才能算是对该事物有

了科学的、根本性的认识。只有在对本质达成科学的认识之

后，才能回过头来科学地认识作为本质外化的事物的表现形

式。另一方面，现象与本质是统一的，又决定了科学认识和

科学研究的可能性，如果二者只是对立而无统一，一切科学

研究和科学认识也就无从谈起。C选项与题意无关。本题的

正确答案是ABD选项。 4．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是确定的又是

不确定的，是指 A．在某一具体的、特定关系中原因和结果

的区分是确定的 B．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是由主体差异而导致

其既是确定又是不确定的 C．原因和结果的区分在自然界中

是确定的，在社会中则是不确定的 D．在世界复杂联系中，

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关系中则可能是原

因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因果区分标准的确定性

与不确定性。 客观世界到处存在着引起和被引起的普遍关系

，唯物辩证法把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成为因果关系或

因果联系。其中，引起某一种现象的现象叫做原因，而被某

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叫做结果。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既是确定

的又是不确定的。当我们把特定事物的原因与结果从普遍联

系中抽取出来，进行单独考察时，原因与结果的区别就显现

出来，每一组具体的因果关系都有自己确定的内容，原因是

原因而不是结果，结果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不能因果倒置，



这是原因与结果区分的确定性。如果我们从世界的普遍联系

来考察，一切现象都在相互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原因和结

果经常互换位置，同一现象在一种关系中是结果，在另一种

关系中就转化为原因了。这就是原因与结果区分的不确定性

。恩格斯在讲到因果关系时曾经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

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

种个别的场合防盗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

就连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

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

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因此，本题正

确答案选AD。 5．下列格言或成语中，体现量变质变规律的

有 A．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B．有无相生，前后相随 C．月晕

而风，础润而雨 D．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命题分析] 本题考

查的知识点是：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原理。 质量互变规律的

基本内容是：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的规律是事物发展普遍规律。质是一事

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内在规定性。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

速度以及构成事物的要素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在数量上的规定

性。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引

起质变，在新的质变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过程，如此循

环往复，这就是量变和质变相互转化的规律。 事物发展的两

种状态：量变和质变。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

，其特点是微小的显著的变化，表现了事物的连续性；质变

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其特点是显著的突变，表现了事物

的间断性。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①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

备，质变必须有一个量的积累过程，没有一定的量变就不会



发生质变。②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变巩固量变的结果

，又引起新的量变。③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表现为总的量

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即没有发生根本性质变，只发生了阶

段性部分质变或局部性部分质变；质变过程中量的扩张，指

新质变在量上的迅速延伸和扩展。 题中“有无相生，前后相

随”出自《老子》一书，体现的是矛盾的双方相互联系、相

互依存，处于对立统一之中；而“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是

劳动人民从大量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它说明的是事物

发生前总有某些征兆，它蕴藏着事物的现象表现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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