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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9_A9_AC_E5_c73_645393.htm 这一部分作为辩证法

，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唯物论的基础

上，进一步回答了世界存在的状态问题，也就是世界是联系

发展的，还是孤立静止的。从而形成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

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对立。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整个物

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从逻辑结构上

紧紧围绕着对物质世界联系和发展的认识，形成了三大规律

和四大范畴。 首先，三大规律遵循着人的认识由外到内的过

程，质量互变规律从外在形式、形态上描述了发展的基本形

式和形态量变和质变，任何事物的发展从外在上都是不断的

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过程；对立统一规律进一步

揭示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事物的矛盾，尤其是事物的内

在矛盾；否定之否定规律深刻阐明了事物的发展由内在矛盾

自我否定所引起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过程，总方向是前

进的，具体的道路是曲折的，从而从形式、形态动力源泉方

向道路，深入系统的阐述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形成了唯物

辩证法的发展观。 其次，四大范畴由外到内阐述了对事物普

遍联系的认识；现象和本质阐述了事物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

的关系；原因和结果阐述了事物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

；必然性和偶然性阐述了事物发展中两种不同趋势之间的关

系；可能性和现实性阐述了可能事物和现实事物之间的关系

。 命题规律 本部分命题规律有如下特点： （一）命题形式：

从单项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辨析题、论述题、材料题、



分析题、图例分析题都出现过，考点最多，题眼最集中，年

年必有题，多数是主观题。 （二）命题内容：本部分的内容

历年都是命题的密集区，历年必考的章节是“马哲”的三大

核心章节之一，命题内容具有如下特点： 1、主要以唯物辩

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和主要范畴为内容，在各种类型题中都出

现过； 2、本部分的热门知识点有反复命题的习惯，例如：

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适度”的原则、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

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矛盾观、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

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辩证的否定观、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

曲折性统一原理、现象与本质及其辩证关系、必然性和偶然

性及其辩证关系等。多年来，这些知识点经常被考，因此不

仅要熟背这些知识点，而且要能够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点来

分析问题。 3、本部分中“对立统一规律”一节是历年考题

所占分值比重最多的一节，尤其是近几年来，10分以上的大

题的考查集中在“对立统一规律”一节的矛盾学说的内容。 

（三）命题分值：分值大，在政治理论考试中所占分值比例

最大。 （四）命题素材： 1、中外哲学史上的著名论断； 2、

当代科学领域中的典型事例和最新发展； 3、当前社会发展

的热点问题。 （五）命题方式： 1、主要运用“引言式”题

目，要求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哲理名言或判断哲学派别。 2、

材料分析题以及图例分析题，因为辩证法的原理被用于分析

一切自然社会思维现象，包括日常实践活动中的具体问题，

联系实际的范围最为广泛，在平时学习中应时时养成用辩证

法分析问题的习惯。 趋势预测 1、本部分是哲学考试中出题

最多的一章，因此必须从各个角度、全方位来关注这一章。

2、由本部分的热门知识点有反复考的习惯，建议应试者应不



厌其烦地狠揪常考知识点，并侧重于理解与运用，尤其对立

统一规律是历年必考的一节，请高度重视。 3、2009年考研的

重点仍然在对问题的分析上，尤其是近年来图例分析的出现

更要求考生具有很强的判别、分析、推理的能力。因而，此

部分将是考试的重点，很容易出10分大题，在分析问题时必

须注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握基本的知识点，或基本的辩

证关系；二是运用这些基本的知识点来分析问题，要言之有

据，有原理有凭证；三是要防止问题和非主要方面。 相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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