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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背书
  1.何为联系？它具有哪些特征？

  2.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多样性给了我们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3.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怎样的，给了我们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4.发展的实质是什么？

  5.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如何，给了我们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6.如何理解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7.什么是矛盾？它的基本属性是什么？

  8.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什么，给了我们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9.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如何，有怎样的方法论要求？

 10.主次矛盾的关系如何，给了我们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11.矛盾的主次方面关系如何，对我们有怎样的方法论启示？

 12.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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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高考风向——一览无余



课标要求

课标
要求

1、描述世界是普遍联系、永恒运动的，
2、领会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的意义，
3、学会运用矛盾分析法观察和处理问题

备考
策略

1、以“为什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议题，探究实事求是的观点。可创设辨
析性情境，剖析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的错误；
2、学习运用“两点论”“重点论”等矛盾分析法认识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成功经
验

备考
指南

1．通过治理工程、精准扶贫、科技发明等背景材料，作为一般情境的呈现，考
查联系的观点
2．以名人名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载人航天
技术的进步等作为简单情境，考查发展的观点
3．通过技术发展的担忧、漫画、史书、名人名言、精准扶贫、经济高质量发展
等为背景，通过一般情境的呈现，考查矛盾的观点



单元真题列表

核心考点 考题 知识点

时代精神的精华 2022 浙江6月27题；
2023新北京T5；2023浙江6月T17； 哲学基本问题

辩证法+唯物论

2022山东卷7题; 

2023 浙江1月18题；2023北京T5；2023湖南T20； 物质和意识

2022辽宁9题；2022海南23题 ;

2023北京T2；2023浙江6月T17；2023浙江6月T5；2023山东T1

1；2023山东T10；2023湖北T15、T14；
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2022山东19(3);北京6题; 2022 辽宁10题;海南13题；
2023北京T5、T2；2023浙江6月T30；2023湖南T9； 联系观

2022山东8题;浙江6月28题;

2023山东T9；2023湖南T9； 发展观

2022山东7题;辽宁T20(1);浙江6月30题、38题; 

2023 浙江1月31题；2023北京T16、T2；2023浙江6月T18；
2023山东T18；2023湖南T8；2023湖南T9；

矛盾观



名词点击——击破抽象

PART 02



 所谓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

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1、联系

         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矛盾就

是：对立统一。

3、矛盾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永

不停息地变化发展之中，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

的历史。

2、发展

        新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发

展前途的事物

4、新事物

名词点击



体系构建——一网打尽

PART 03



知识体系



高频考点——核心突破

PART 04



1、联系的普遍性

2、联系的客观性
世界是
普遍联
系的

用联系
的观点
看问题

坚持整体和部分的统一

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整体和部分含义；地位或功能

系统优化的原理和方法论

表现；方法论

3、联系的多样性

含义；分类

方法论（两个）

表现

方法论

整体和部分相互影响；相互依赖

整体和部分辩证统一原理和方法论

系统的含义；基本特征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联
系
观

知识体系



1．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与多样性

( 1 )联系的含义：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

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 2 )联系的特征：

特征 世界观 方法论

联系的
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每
一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世界是一个
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孤立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要求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联系的
客观性

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自在事物的
联系与人为事物的联系都是客观的

要求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
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
性

联系的
多样性
、条件
性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事物的联系也多种多样，联系是具体
的、有条件的

具体分析事物之间的不同
联系的条件，一切以时间
、地点、条件为转移

核心突破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①联系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是说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因为联系是有条件的，

只有条件存在，才会产生某种联系。

②否定事物联系的客观性，主观臆造联系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③联系是客观的，联系的观点是主观的。

④人为事物的联系具有客观性。人为事物的联系以自在事物的联系为基础；人为事物的

联系只有通过实践这一客观物质性活动才能形成，形成之后便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人

们可以建立新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凭借主观想象创造联系。人们建立新的联系，

必须依据事物固有的联系，反映事物的客观联系。

知识拓展



2.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 1 )总的要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特别是要正确认

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 2 )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要求

①辩证关系：整体与部分是互相区别，又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

对比 整体 部分

区别
内涵 事物的全局或发展的全过程 事物的局部或发展的各个阶段

地位功能 居于主导地位，整体统率着部分，具有部
分所不具备的功能

在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过程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部分服从和服务于整体

联系
相互依赖 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离开了部分，整体就不复存在；部分是整体中的部分，离开了整体，

部分就不成其为部分

相互影响 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的功能；整体的功能、状态及其变化也会影响部分

方法论
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用综合的思维方法认识事物。立足整体，把
各个部分、各个要素联系起来考察，优化组合，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同时
必须重视部分的作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整体的发展

核心突破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2.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②系统及其特征：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系统与要素的关系。系统

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诸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系统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有

序性和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

③方法论要求：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用综合的思维方法

认识事物。

特别提醒　①整体具有部分根本没有的功能。

②部分优化组合形成整体时，才能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

③部分以无序的结构形成整体时，整体功能无法达到理想效果。

核心突破一：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提示：（1）联系是普遍的，不存在孤立的事物，联系又是有条件的。
任何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任何事物之间都有联系
（2）自在事物的联系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存在，不能认为人类能够创造自在事物的联系；
（3）人为事物的联系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但形成之后便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是客观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事物的联系≠主观联系
（4）人可以根据事物固有的属性和规律，改变事物的状态，调整原有的联系，建立新的联系，而
不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
（5）联系具有多样性，既有多变的联系，也有稳定的联系。不能认为稳定的联系不存在。

原理   原理内容（世界观）    启示（方法论）

普遍性

客观性

多样性

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
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中

联系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
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世界上事物是千差万别，事物
的联系也多种多样

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反对孤立的观点看问题

要从事物固有联系中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

善于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一
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归纳总结



易混易错辨析

1.任何事物都处在联系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     )

2.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因而是无条件的。(     )

3.自在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人为事物的联系是主观的。(     )

4.事物的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

5.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具体联系。 (     )

6.要着眼于事物的要素进行系统优化。(     )

7.立足关键部分，充分发挥其对整体功能的决定作用。 (     )

8.联系具有多样性，要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 (     )



易混易错辨析
1.任何事物都处在联系中，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解析】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联系又是有条件的，联系
的普遍性并不等于任何两个事物之间都存在联系。2.事物的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因而是无条件的。【解析
】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但又是具体的、有条件的。3.自在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人为事物的联系是主观的。
【解析】自在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尽管人为事物的联系是人类实践的产物，但仍然是客观的。4.事物的整体

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解析】整体功能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只有当部分以有序、合理的结构构
成整体时，整体功能才大于部分功能之和。5.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建立新的具体联系。 【解析】人们
可以根据事物的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的状态，创造条件建立新的联系。6.要着眼于事物的要素进行系统优化。
【解析】应着眼于事物的整体进行系统优化。7.立足关键部分，充分发挥其对整体功能的决定作用。 【解析
】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具有部分所不具备的功能。我们应当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8.联系具

有多样性，要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 【解析】联系具有多样性，条件性，要求我们一切以时间、地
点和条件为转移。联系具有客观性，我们要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 



输入您需要的内容
此处可输入您需要的内容, 

输入您需要的内容
此处可输入您需要的内容, 

聿见思政统编新教材教学网 www.yjsz2020.cn 原创作品

聿见思政统编新教材教学网 www.yjsz2020.cn 原创作品聿见思政统编新教材教学网 www.yjsz2020.cn 原创作品聿见思政统编新教材教学网 www.yjsz2020.cn 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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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看问题

2、发展的实质 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4、发展
的途径

3、发展
的状态

量变

质变
必
要
准
备

要求

方
法
论
要
求 必

然
结
果

要
求

积极做好量的积累；
抓住时机，促成质变；
坚持适度原则。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既要对未来充满信心
又要准备走曲折的路

1、发展的普遍性 要求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培
养创新精神，反对静止和
僵化的保守思想。

5、辩证否定（实质、特点一总三分）：创新辩证否定（实质、特点一总三分）：创新

知识体系



1．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 1 )发展的普遍性：物质世界处于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人类社会、每个人

的认识都是发展着的。

( 2 )发展的实质：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

的灭亡。

( 3 )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

原因：①新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最根本原因）；②新事

物是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产生，它克服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汲取了其

中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并增添了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因而，具有旧事物所无可比

拟的优越性。③在社会历史领域，新事物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反映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要

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因此，新事物必然战胜旧

事物。

核心突破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2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1 )事物发展的形式或状态是量变和质变

比较 量变 质变

区
别

性质 事物数量的增减或场所的变更 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
种质态的转变

特点 渐进的、不显著的变化 根本的、显著的变化
结果 事物还是其自身，没有变成另一事物 事物不再是自身，而变成另一事物

联
系

辩证
关系

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质
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事物的发展就是这
样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

方法论
我们做事情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重视量的积累，为实现
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在量变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只有改变事物的性质才能向前发展
时，要果断地抓住时机，促成质变，实现事物的飞跃；要坚持适度原则

核心突破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2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2 )事物发展的趋势：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比较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原因

①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是宇宙间不
可抗拒的规律。②辩证否定的实质是
扬弃，通过克服旧事物中过时的、消
极的内容，保留其中积极合理的因素
，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①新事物的发展总要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不完
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新事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弱点和不完善的地方，人们对新事物的认识也有
一个过程。②旧事物在开始时往往比较强大，总
是顽强抵抗和极力扼杀新事物

要求 对未来充满信心，热情支持和悉习保
护新事物，促使其成长、壮大

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
难，勇敢地面对挫折与考验

核心突破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2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3 )区分辩证否定观与形而上学否定观

比较 辩证否定观 形而上学否定观

否定的动力 事物自身的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是

通过事物内部矛盾进行的自我否定

否定是外力强加给事物的，是外力

作用的结果，是主观任意的否定

否定与肯定的

关系

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是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

旧事物中过时的消极的内容，保留的是旧事物中积极合

理的因素

把否定与肯定绝对地割裂，主张要

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

否定同发展和

联系的关系

否定是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 否定是发展的中断

核心突破二：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1.普遍性： 一切事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认识）都是变化发展的，即发

展的普遍性。

2.实质：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方法论同

上）

3.状态/形式：量变、质变的统一。

4.途径（趋势）：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发展的总趋势

是前进的上升的）

5.根本途径：辩证否定（实质：扬弃）是联系和发展的环节，是实现新事物产

生和促使旧事物灭亡的根本途径。

6.联系与发展：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7.根本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

8.原因：内因和外因

归纳总结



易混易错辨析
1.事物的任何变化都是发展。(   )

2.新出现的事物就是新事物。(   )

3.从4G到5G是变化的环节，是实现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根本途径。(   )

4.新事物发展的状态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

5.事物发展的状态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

6.事物的发展是通过质变实现的，只有质变才有意义。(   )

7.发展一定是质变，质变一定是发展。(   )

8.只有事物数量的不断增加才能引起质变。(   )

9.5G手机是对4G手机的颠覆性变革，具有强大生命力。(   )

10.发展的实质是新旧事物的相互取代。(   )



易混易错辨析
1.事物的任何变化都是发展。【解析】运动和变化既有的是前进的，有的是是倒退的，只有前进的、

上升的运动、变化才是发展，但发展一定是变化。2.新出现的事物就是新事物。【解析】新事物一

般是新出现的事物，但新出现的事物不一定就是新事物。判断新事物的标准：是否符合客观规律，

是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的发展前途。3.从4G到5G是变化的环节，是实现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

灭亡的根本途径。【解析】辩证的否定是实现新事物产生和旧事物灭亡的根本途径。4.新事物发展

的状态都是在曲折中前进的。【解析】任何事物发展的状态是量变与质变。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

的。5.事物发展的状态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解析】事物发展的状态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事物发展的途径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98062051134006061

https://d.book118.com/498062051134006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