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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977.htm 专题十五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

畴及其方法论 【解题思路】 1.原因和结果的辩证关系及方法

论. 2.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及方法论. 3.可能性和现实性

的辩证关系及方法论. 4.现象和本质的辨证关系及方法论. 5.内

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及方法论。 【答案要点】 1.(1)原因和结

果是揭示事物的前后相继、彼此制约的关系范畴。客观世界

到处都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普遍联系，辩证法把这种引起

与被引起的关系称为因果关系。其中，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叫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叫结果。原因和结果的

关系是辩证的：①原因和结果的区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

定的。②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原因产生结果，结果反过来

影响原因，互为因果。③原因和结果互相渗透，结果存在于

原因之中，原因表现在结果之中。④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是复

杂多样的，有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同果，

多因多果、复合因果。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联系是自觉的实

践活动的必要条件。 (2)原因和结果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

①“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辩证地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

，分析存在和发展的不同原因及其不同结果.可以增强人们活

动的预见性、自觉性和调控性，趋利避害.②一因多果、一果

多因，同因异果、异因同果，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可以帮

助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 2.(1)

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揭示客观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的不同趋

势的范畴。必然性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发生、



确定不移的趋势。偶然牲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并非确

定发生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

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势。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统一的

关系：①二者是有区别的：它们产生和形成的原因不同，必

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比较稳定，时空上比较确定，是同类

事物普遍具有的发展趋势，偶然性则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不确定的，是事物发展中的个别表现.它们在事物发展中的地

位和作用不同，必然性在事物发展中居于支配地位，决定着

事物发展的方向，偶然性居于从属地位，对发展的必然过程

起促进或延缓作用，使发展的确定趋势带有一定的特点和偏

差。②必然性和偶然性又是统一的：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

中，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

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受必然性的支配，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

现形式和补充.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2)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①既要重视事物

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又要善于

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把偶然作为科研的机遇，把握有利于发

展的机遇，在挑战中抓住机遇，掌握“危机”概念中的辩证

法。②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中，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我们

要以必然性为墓础，既防患于未然，又要加强危机管理，在

偶然事件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和科学态度。 3 .(1)可能性和观念

性是揭示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关系的范畴。可能

性与现实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①可能性与现实性是两个内

容不同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区别，我们不能把可能性与现实

性混为一谈。②可能性与现实性又紧密相连。可能性包含在

现实之中，是没有展开的、没有实现的现实.现实性则是已经



展开、已经实现的可能，同时又孕育着新的可能。所以，没

有现实性也就没有可能性。反过来，没有可能也就没有现实

。③可能性与现实性又是相互转化的。现实的发展是不断产

生可能、可能又不断变为现实的过程o可能与现实的相互转化

是一个川流不息、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绕月探测工程--“

嫦娥工程”在当前也是一种可能性，经过艰苦努力，这个可

能性就会变为现实性。 (2)可能性与现实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方

法论：掌握现实性与可能性的辩证关系，就要努力在现实性

与可能性的转化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①在实现由可能向

现实转化的过程中，既要注意转化的条件性，又要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可能向现实的转化。②既

要注意可能与现实联系的复杂性，又要争取最好的可能。这

里不仅有在着多样性，而且存在着好与坏两种对立的可能。

我们应努力创造有利的条件，克服不利的条件，力争实现好

的可能.同时又要未雨绸缪，防止坏的可能向现实的转化，并

做好应付这种局面的充分准备。人类实践特别是科学实践活

动是一个将可能性不断转化为现实性的发展过程。 4(1)现象

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部联系相互关系的范

畴。现象和本质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①现象和本质是万区

别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人们可通过感官

感知，本质则是事物4的内在联系和根本性质，只有靠人的理

性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本质是一般的、

共同的.现象是多变的，本质则是相对稳定的.现象是生动、丰

富的，本质是比较深刻、单纯的。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

假象与错觉不是一回事。②现象和本质又是统一的，它们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任何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没有



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

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即使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2)现象

和本质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正是因为现象和本质是统一

的，所以我们能够通过现象认识事物本质.同时由于现象和本

质是对立的，又要求人们不能停留于现象而必须通过现象揭

示本质。人们正是通过对事物现象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才不断深化对事物本质的

认识。通过现象发现本质是科学研究的任务，因为“如果事

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合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

余的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5(1)内容和形式是揭示事物内在

要素同这些要素的结构和表现方式的关系范畴。内容是构成

事物一切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内容诸要

素相互结合的结构和表现方式。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赖、不

可分割的。任何事物的内容都有一定的形式，任何形式也都

有一定的内容，没有无内容的空洞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

纯粹的内容。事物的内容是无限丰富的，事物的形式也是多

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内容决定形式

，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当形式适合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

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形式不适合内容时，对内容的发展起着

消极的阻碍作用。 (2)内容和形式辩诬关系原理的方法论：①

在把握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时，既要重视内容，根据内容的

需要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又要善于运用形式，发挥

其积极作用，利用和创造必要的形式，适时地抛弃与内容不

相适应的形式。②形式有两种，内在的形式与事物的存在发

展具有同一性，一定的内容必须经过特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形式改变会直接影响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外在形式的改变可以



促进或阻碍事物的存在发展，但与事物本身不具有直接同一

性，形式改变时不影响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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