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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9_A9_AC_E5_c73_645027.htm 暑期将至，同学们此

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强化知识点的复习，因此，政治教研室

总结部分政治的重难点知识点的解析，供大家学习参考之用

。 1。知识点提示 1)知识点出处：该知识点出自马克思主义

哲学原理第三章第三节第3个知识点 2)地位分析：该部分知识

点在马哲中处于辩证法部分，属于本章的重要知识点。 3)命

题思路：结合真题及该知识点的特点，可以以选择题或分析

题的方式命题。 4)重要程度分析：三大规律是辩证法的重点

，而对立统一规律是三大规律的重点，可以说，对立统一规

律是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牢固地掌握这一知识点。 5)

难度指数分析：难度较大，要求考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把握

。 2。知识点详解 1)知识点导入：上一个知识点我们已经讲

解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那么，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

事物发展中有什么样的作用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进行内容分析 2)内容分析：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

动力 矛盾范畴不仅反映了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本质联系，而

且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机制和动力。 1、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

争，由此推动事物不断发展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都是矛盾双方既同一又斗争的结果。 (1)矛盾同

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的作用其表现是：第

一，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是事物发展的前提。矛盾双方的相互

依存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也是事物发展的基础。第二，矛盾

双方相互利用、相互吸取有利于自己的因素，促进自身的发



展，从而推动整个事物的发展。例如，植物和动物之间，植

物通过光合作用吸取二氧化碳，放出氧气；动物正好相反，

吸取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它们就是这样相互利用、相互促

进的。另外，矛盾一方的发展还会刺激或促进另一方的发展

。第三，矛盾双方的相互贯通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

矛盾双方之所以相互转化，就是因为对立的双方之间包含、

存在着由此达彼的桥梁。 (2)矛盾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矛盾斗争性作用表现在：第一，矛盾斗争性促使矛盾双方力

量的消长，推动事物的量变。矛盾一方总是要力图限制另一

方的发展并打破对方对自己的限制，由此引起双方力量的消

长，使它们之间力量对比的状况不断发生变化。第二，矛盾

斗争性推动事物的质变。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突破事

物存在的限度，引起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使旧的矛盾统一

体分解，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于是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

在事物质变过程中，斗争性起着决定性作用。 (3)矛盾双方既

同一又斗争，共同推动事物的发展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

事物发展的作用，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结、交融在一起

发生作用的。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这才是事物运动、变

化、发展的原动力。自然科学表明，非生命世界中的一切运

动都是由吸引和排斥的矛盾斗争引起的。推动天体运动和演

化的动力，是吸引和排斥既斗争又统一的相互作用；生命运

动的发展和进化，则是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既斗争又统

一的矛盾斗争；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就是由于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既斗争又统一才不断

发展的。思维的发展也证明了，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不甚

深刻的认识与深刻的认识、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既斗争又



统一，是推动思想前进的动力。 2、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

外部条件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1)内因与外因的含义 矛盾不

仅存在于事物内部，而且存在于事物之间。因此，对于任何

事物来说，不仅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存在着外部矛盾。内

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称为事物发展的内因；外

部矛盾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称为事物发展的外因。唯

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这是事物自我

运动的源泉；同时也承认外部矛盾在事物变化、发展中的作

用。毛泽东同志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

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2)内因与外因的关系 首先，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事物的内部矛盾

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

事物的内在本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特殊规律、基本趋势和

发展方向。一个事物为什么会运动变化，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变成什么样子，主要由事物的内因决定。 其次，外因是事

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

必要条件，这些条件对事物发展的作用依具体情况不同而不

同。一般地说，外因只能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使事

物的发展显示出特定的外貌；只能对内因施加各种影响，局

部地改变事物发展的面貌。但在一定条件下，外因可以对事

物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外因

对事物发展有重大作用，有时甚至能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

但不管外因作用有多大，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其作用。

(3)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

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要求我们



必须实行自力更生的基本政策。因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的方针，主要依靠自己的资源、资金和人力，依靠我国人

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

路。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外部条件，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在当代科技进步日

新月异、国际交往日益广泛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

封闭状态下发展自己。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就是要在利

用外资和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博采天下之长

，为我所用。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我

们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4)知识拓展： 事物发展的前进行和

曲折性 3。知识点掌握 1)方法掌握： ①理解方法： 采取联系

实际的方法进行理解 ②记忆方法： 联想记忆 例题讲解 2003

年多选题 16。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这里包含的辩证

法思想有 A。矛盾的同一是包含差别的同一 B。对立面的同

一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C。不包含内部差别的事物就不能存在

和发展 D。矛盾的一方只有克服另一方才能达到同一 E。事

物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 16. 【答案】ABCE

1)难度系数：★★ 2)考查知识点：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中的内容，考查的知识点主要是：矛盾是事物发展

的动力，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中的矛盾观。 3)相关知识点链

接：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矛盾

双方既同一又斗争的结果。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

用是：其一，提供矛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矛盾的同一

性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这是事物发展的重要前提。其二，



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在相互利用、相

互促进中各自得到发展。其三，矛盾双方的相互贯通，规定

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是

：其一，在量变过程中，矛盾的斗争性推动着矛盾双方力量

对比的变化，为事物的量变做准备和创造条件。其二，在质

变过程中，矛盾的斗争性使旧的统一体瓦解，旧事物灭亡，

新事物产生。 4)题干分析 本题将中国古代辩证法家的原命题

作题干，而以矛盾学说的有关观点作备选项。此题的难度也

就在于此，一般考生选择此题的思路是，先读明白题干中文

言文的意思，然后再根据题干的意思去选择答案。如果这样

回答该题是难以得分的。遇到这种题型，可以先不考虑题干

文言文的含义，直接抓住主句“包含的辩证法思想有”，然

后将所给出的5个备选项中所有有关辩证法的观点提升出来。

5)选项辨析 唯物辩证认为，矛盾是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的对

立和统一及其相互关系。对立(斗争性)统一(同一性)是矛盾的

两种属性。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不会绝对同一的，总是存

在着差别和对立。即使一个事物自身也不是绝对同一的，其

内部也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因此选项A、E为正确选项。如果

事物自身是绝对同一的，“此物”内部不包含“他物”，不

包含自身的对立面，那么，事物就永远是它自己，就不会有

变化和发展。同时，我们不仅要承认矛盾的斗争性，还要看

到矛盾的同一性，没有对立面的统一就不会有矛盾，事物同

样不能发展。因此选项B、C为正确选项。只有D项是不符合

题意的，因为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是矛盾解决的一种形式

，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因此，答案为ABCE。 6)解题技巧 排

除法。 相关推荐： 考研政治复习心得：“五好”帮你学好政



治 考研政治强化期复习应该“以不变应万变” 2010年考研政

治基础哲学讲义汇总 承前启后2010考研政治基础知识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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