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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1_94_E7_B3_BB_E5_c38_59772.htm 复习提问 (l)什么是联

系? (2)联系的特点有哪些?（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 (3)

事物的联系形式有哪些?“牵一发而动全身”蕴含着什么样的

联系?导入新课 既然事物的联系不仅是普遍的、客观的，而且

是多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的分析，这

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分析事物的因果联系，而且还要学会从整

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客观事物普遍联

系的重要形式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导入新课讲授新课 三、要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板书) 首先，我们先从古、今两个

典型的事例，感性的了解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联系的重要性。 

例 I，《梦溪笔谈》中的丁谓修建宫殿的事例。 (学生阅读后

教师引入主题。) 这个事例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

明才智，而且说明了只有正确的处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才

能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最优效果。 例2，“上海，国有工业

资本大重组”(参见《半月谈》1996年第15期)：目前，上海国

有工业正突破老体制的束缚，进行资本大重组，构造上海工

业新的优势，不到一年时间，全市工业资本重组从三个方面

大规模展开：一是国有资产从回报率低的地方，向高效益领

域实行战略性大转移，资本、生产的集中经营迅速加快。如

：上海机床行业过去有几十家厂分布在市区，不少厂还占有

着上海最好的黄金地段，但由于生产上各念各的经，优势难

以发挥。机电控股(集团)公司，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把市

区的生产点集中搬迁到厂房空矿的上海机床厂，统一调整布



局和产品结构，形成一个新的“机床城”，而在市区的生产

点又通过土地置换，盘活存量，获得一批可观的改造资金，

结果本来需要花三年时间，2亿投资改造的老行业，如今只

用8个月时间、3000万投资就形成新的规模经济，显示了公有

制经济在资产流动和重组中的优势⋯⋯资本大重组给上海国

有工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从上述两个事例中，我们不难看

出自觉地认识和运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指导我们的社会实

践活动，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 1．整体和部分的含义(板书) 

整体与部分，又称全局与局部，是客观事物普遍联系的一种

形式。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大到宇宙天

体，小到一个基本粒子，不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思维

领域中的事物，都有它的整体和部分。(引导学生看书上例子

，然后把整体和部分的含义划下。 整体是指由事物的各内在

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部分是

指组成有机统一体的各个方面、要素及发展全过程的某一个

阶段。 2．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既互相区肘又互相联系(板书)

(1)区别：(板书) 首先，含义不同。在同一事物中，整体和部

分有严格的界限。二者不能混淆。请同学们想一想：“坐井

观天”为什么被当作贬语来使用?用本课所学观点来解释，它

主要在于混淆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把部分当作了整体。 其

次，地位和功能不同。一般来讲整体处于统帅的决定地位，

部分从属于整体。功能不同耳有三种情形：(边引导学生看书

边讲述。) 第一种情形是，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构

成整体的部分在单独存在时，只具有其自身的功能。 第二种

情形是，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当各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



整体的功能就会大干各部分功能之和。 例如：上海三枪集团

有限公司把兼并作为资产重组的一个重要手段，从1991年以

来为了扩大三枪的实际生产空间，最大限度地发挥三枪的名

牌效应，三枪集团的母体企业针织9厂，先后兼并了同行业7

家亏损企业。通过资产的优化组合，使大量闲置、僵化的国

有资产流向了优势企业，既盘活了国有资产的存量，又扩大

了国有资产的增量，做到了“1十(一l)大于2”。值得一提的

是，在壮大自己实力的过程中，三枪承担亏损企业的债务3

．58亿元，消化兼并企业曲亏损1．5亿元，并安置了员

工5082人，既注意分组了国家的困难，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 第三种情形与第二种正相反。(见教材，略。) (2)联系：(

板书) 整体和部分互相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二者不

可分割。二者互相依赖，各以对方存在为前提。二是二者互

相影响。整体的变化影响部分。如人们常说的“国兴则家昌

，国破则家亡”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反之，部分也制约整体

，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

起决定作用。如：“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说明部分对整体

影响的典型事例。而“一着不慎，满盘密输”的说法，则是

指在整体中，关键性部分的成败会对整体的成败起决定作用

。败者如世界战争史上著名的“滑铁卢”战役，胜者如中国

解放战争史上的锦州之战，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3．整体和

部分的关系与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板书)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作

为一对古老的范畴称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作为现代系统论

的新概念，又叫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条件好的学校可以向学

生介绍一些系统论的知识。可参考《科学技术史讲义》、《

新华文摘》1997年第四期“对系统科学的挑战”一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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