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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千万条，辩证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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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规律

质量互变

对立统一

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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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和斗争性

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两点论和重点论

对
立
统
一
规
律

联系的根本内容, 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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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争性：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同一性：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
   
   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相互渗透；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一、对立统一规律（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斗争性和同一性     (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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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出题点】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居安思危、否极泰来、乐极生悲

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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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指（   ）

A．同一性和斗争性                  B．运动性和静止性    

C．时间性和空间性                  D．普遍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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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老子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

随。”这段话说明（  ）

A．万事万物都在运动                    

B．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C．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D．矛盾双方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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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随着生产和生活垃圾的急剧增加，垃圾处理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

会和经济问题。而有关专家说：“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将垃

圾看成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

A．坚持了联系的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

B．混淆了矛盾主次方面，看不到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

C．坚持了矛盾的分析方法，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D．违背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看不到矛盾的普遍性



公考通 公考通加助教微信chinagwy0  加入考生群

【经典真题4】（单选题）

“善泳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这句话的哲学寓意是（  ）

  A．主要矛盾是关键

  B．要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

  C．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D．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公考通 公考通加助教微信chinagwy0  加入考生群

【经典真题5】（单选题）

我国的水能资源和煤炭探明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二位，但按照“乘除

法”——多么小的问题乘以 13 亿 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 13 

亿都会变的很小。这句话蕴含的哲理是（  ）

A．矛盾双方可以互相转化 

B．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从量变开始的 

C．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客观的、无条件的 

D．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抓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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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1．含义：

内因：事物内部矛盾

外因：指事物和其他事物之间的外部矛盾

2．关系：

内因----根本原因，变化依据；

外因----第二位原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内因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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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师出高徒；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2．顺境中的美德是自制，逆境中的美德是不屈不挠

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4．怨天尤人（否认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过分强调客观条件而忽视主

观努力的错误观点）

5．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物必先腐也，

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馋入之

6．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

内外因常考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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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所体现的哲理是（  ）

 A．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B．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C．可能性与现实性的辩证关系

 D．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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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树不修不直，人不教不才”，“遇良医得生，遇庸医致死”，这说明（ ）

A．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B．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C．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

D．外因不一定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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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国安全

问题解决的好可以惠及别国，反之，则会殃及他国，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

显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点。下列选项中与上述特点无关的哲学

道理是(   )。

A．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B．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

C．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

D．事物处于因果联系的链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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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4】（单选题）

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方针的哲学依据是（  ）

A．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辩证关系原理         

B．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

C．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辩证关系原理   

D．内因和外因辩证统一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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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5】（单选题）

近年来，“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恶性事件不断发生，食品安

全防线的失守告诉我们，光是整治企业，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在监管方

面，还有大量的难题需要攻关。这表明（    ）

A．内因要通过外因起作用

B．外因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

C．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

D．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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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普遍性（共性）：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

2.特殊性（个性）

不同事物有不同矛盾

同一事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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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任何具体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分

析矛盾就是分析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解决具体矛盾的出发点；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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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对症下药
治之宜殊
因材施教
因地制宜
入乡随俗
随机应变
看菜吃饭
看人说话
量入为出
量力而行
量体裁衣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用简单化的办法支处理各种矛盾

一刀切
一风吹
张冠李戴
生搬硬套
东施效颦
邯郸学步
千人一面
千篇一律
依葫芦画瓢
不问青红皂白
各打五十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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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往往不能“一刀切”的主要原因是（  ）

　 A．事物矛盾之间存在有机联系     

    B．事物矛盾具有特殊性

    C．事物矛盾具有共同点           

    D．事物矛盾具有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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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百姓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市人民政府举办局长接待日活动多年来持之以

恒，形成制度，深受百姓欢迎。 政府各部门“一把手”亲自出面，倾听群众

意见和诉求，对个案问题、共性问题和政治层面问题，抓住关键 和症结所在，

落实政策；对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深入研究探讨，完善制度或制定新

的措施，扎实解 决好群众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这一处理问题的方法体现的哲

学观点是（  ）

A．相对主义                      B．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C．一分为二                      D．形而上学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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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强调的是（  ） 

A．要承认事物运动的客观性 

B．要承认事物运动的规律性 

C．要注重分析矛盾的普遍性 

D．要注重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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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点论和重点论

1.主要矛盾VS次要矛盾

2.矛盾主要方面VS矛盾次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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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事物

次要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

矛盾的次要方面

主要矛盾

   主次矛盾是就复杂事物中所包含的“许多矛盾”相比较而言的；
   而矛盾的主次方面是就“同一矛盾”的双方相比较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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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句话体现的哲学是（  ）

A．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

B．要抓事物的主要矛盾

C．要尊重客观规律性

D．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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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识别关键词

 当出现以下说法都可以判断为抓主要矛盾：

“重点”“中心”“关键”“首要地”“突破口”（抓根本，抓重点，抓

症结，抓要害，抓核心，突出任务，突出位置，首要地位，重中之重）

 当出现以下词语都可作为把握矛盾主要方面：

 主流、性质、占主体（利大于弊、同时）“辨方向”“识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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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由社会主义的性质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决定的。其哲学依据是

A．主次矛盾和关系的原理

B．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的原理

2．微博的出现利弊都有，利大于弊，告诉我们看问题要

A．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B．要首先抓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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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美关系在我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这告诉我们要

      A．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B．要首先抓主要矛盾

4．习近平论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于补齐“短板”。这告诉我们要 (   )

      A．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B．要首先抓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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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办事情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抓重点抓中心、抓关键.

 2、看问题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

A、牵牛要牵牛鼻子

B、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C、荷花虽好，也要绿叶相扶

D、切记眉毛胡子一把抓

E、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成就大于问题。

方法二：识别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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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次矛盾：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

擒王。牵牛要牵牛鼻子。打蛇要打七寸。好钢用在刀刃上。举纲目

张、画龙点睛。

2.矛盾主次方面：是药三分毒，七分有疗效。白玉微瑕，瑕不

掩瑜。

方法三：常见古诗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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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较 两点论（同时看到） 重点论（分清主次）

含
义

方
法
论

既要看到主次矛
盾又要看到矛盾
的主次方面。

认识复杂事物发展要把握主
要矛盾

认识某一矛盾时要把握矛盾
的主要方面

1.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反对均
衡论2.坚持两点论中的重点论，重点论以两点
论为基础3.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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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1】（单选题）

古人云：“牵牛要牵牛鼻子”从哲学角度分析，这里的“牛鼻子”是指（  ） 

A．主要矛盾 

B．主流 

C．客观规律 

D．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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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2】（单选题）

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下列包含矛盾观点的有（  ）

①失败是成功之母      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③刻舟求剑  ④居安思危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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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3】（单选题）

在组织实施“973”计划过程中，国家科技部坚持“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的哲学依据是（  ）

A．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B．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C．主次矛盾辩证关系                  D．矛盾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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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4】（单选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告多次涉及民生问题，这一问题被置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位置，人民最关心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就业和教育问题成为焦

点，得到了高度关注。这体现的唯物辩证法道理是（  ）

A．认识是无限的、上升的、反复的

B．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C．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

D．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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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真题5】（单选题）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节点，头绪多，任务重，改革向纵深推进。改

革既抓重要问题、又抓关键环节，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这一改革思路蕴含的

哲理是（  ）

A．事物的发展是由主要矛盾决定的

B．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C．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D．事物的存在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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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性和斗争性

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两点论和重点论

对
立
统
一
规
律

联系的根本内容, 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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