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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1_94_E7_B3_BB_E5_c38_59785.htm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教

学，使学生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特征是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

的，而且变化发展是有规律的，引导学生树立唯物辩证法的

世界观，学会运用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分析问

题，培养学生辩证思维的能力。具体要求 1．知识方面 识记

：联系的含义。 理解：每一事物都是由内部各要素联结而成

的整体，并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事物与周围事物具体联系的

建立与改变；原因与结果及相互关系；整体与局部、系统与

要素之间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运动与物质的关系；事

物发展的实质.规律的含义.规律与规律的现象之间的区别与联

系.比较说明规律与规则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规律是客观的；

按规律办事。 运用：用因果关系的观点举例分析历史事实；

用联系的观点对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做出判断.运用整体优化

原理设计方案；根据辨别新旧事物的标准分析改革开放中出

现的新事物.用发展的观点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地

位.用学过的规律的理论分析与总结自己的学习规律.运用实事

求是与解放思想相统一的观点分析改革开放中的典型事例。

2．能力方面 (l)教材由基本事实到一般结论的编写形式，要引

导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内容，提高从中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

(2)通过理解辩证法的有关知识，掌握方法，逐步培养辩证思

维的能力。 (3)通过联系的客观性、物质与运动的关系、规律

的客观性等内容的教学，对比分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

点，逐步培养学生判断正误、是非的能力。 (4)教材引用了大



量的事实材料，并作了分析说明，通过阅读和讲述，要引导

学生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教材对概念(如规

律)、观点都采用了分点、分层的讲述和论证，在学习和理解

知识的过程中，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3．思想觉

悟方面 (1)进行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教育，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学的教育，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数学的世界观。 (2)教学中

要结合有关教学内容(如两个文明建设的方针、可持续发展战

略、经济体制改苯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对学生

进行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教学重点 (l)联系的普遍性。 (2)

发展的实质。 (3)按客观规律办事，实事求是。 教学难点 (1)

事物联系的客观性与人的关系。 (2)原因和结果的互相转化特

别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3)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

；选择最优方案，以求实现最优目标。 (4)规律的概念。 课时

安排 本课可用8课时，其中第一节3课时，第二节3课时，第三

节2课时。 第 一 课 时 复习提问 (l)什么是物质? (2)世界的本原

是什么? (设计以上问题是为了从学过的第一课中引出新课，

引导学生注意第一课与第二课的在联系。)导入新课 通过第一

课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

被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也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

于世界本原问题的基本观点，即：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那

么，这个物质世界的状态“怎么样”呢?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

彼此孤立的，还是普遍联系的?是静止不动的，还是变化发展

的?如果是变化发展的，那么这种变化发展是杂乱无章的，还

是有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对于这些问题作出了科

学的回答。我们这课书就是与同学们一起来了解唯物辩证法

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二课 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板



书) 请同学们先读一下这一课的课标题、节标题、框标题，先

从总体上了解一下本课的基内容。(学生阅读后，教师用投影

或小黑板出示本课的知识总体框架结构) 知识总体框架结构:(

辅助板书) 这节课，我们先学习第一节第一框的内容普遍联系

的观点。这一观点是唯物辩证法 的一个总特征，也是辩证法

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弄明白这个观点，对于理解和掌握辩

证法 的其他观点，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第一节 坚持联系的

观点(板书) 一、事物是普通联系的(板书)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

在高一地理课上学过的知识，然后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

农业区禁止 捕杀青蛙?林业区禁止捕杀狐狸?”建议：教师可

以参照《地理》书第五章第二节“生态系统 和生态平衡”，

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出示自己制作的投影片或小黑板"庄稼蝗

虫青蛙蛇鹰”之间的食物链，说明动植物之间、动物与动物

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事物的变化必然对另

一事物发生影响，某种动植物的兴衰往往会使其他动植物呈

现出相应的兴衰变化。 (教师归纳。) 以上的事例告诉我们，

每个生态系统内部的各个部分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每

个因素都受周围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其它因

素。而自然界又是由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组成的，可见,世界

上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呈现着极其复杂的关系。所以，唯物辩证法讲的联系既包括

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内部联系)，也包括事

物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外部联系)。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