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学年高二（上）期中政治试卷 

（解析版） 

  

一、选择题 

1．“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对近

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  ） 

①哲学对具体科学有指导作用     ②具体科学是哲学产生的基础 

③哲学不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任务 ④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总汇。 

A．①④ B．②④ C．①③ D．②③ 

2．2015 年 7 月，美国宇航局宣布，天文学家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它就是位

于太阳系外的行星开普勒﹣452b，与地球的相似指数为 0.98。”2015 年 9 月，美

国宇航局又宣布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强有力”证据。这一事例给我

们的哲学启示有（  ） 

①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具有同一性       ②人的意识对自然界的变化发

展有重要影响 

③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④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本

原是物质。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3．从哲学的角度看，与下列材料寓意相符的是（  ） 

范氏之亡者，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

恐人闻之而夺已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吕

氏春秋•自知》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B．心外无物，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 

C．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D．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4．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

先导，成为“事前诸葛亮”。哲学要成为“事前和事后诸葛亮”，就必须（  ） 

①真正地让人们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推动时代进步 



②正确地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成为科学的科学 

③始终决定当前和未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当好社会变革的先导 

④如实反映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指导人们能动地认识、改造世界。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5．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可以将一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定向地转移到另一个生物

体中，从而获得人类希望的遗传性状，创造出新物种。这说明（  ） 

A．物质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 

B．一切物质都是“为我之物” 

C．人能够认识和利用规律造福人类 

D．人们掌握科学就能改变规律的客观性 

6．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下联是“天心阁，阁中

鸽，鸽飞阁不飞。” 这形象地说明（  ） 

①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 

③静止也是一种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④运动是静止的一种特殊状态，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7．清代诗人翁格在《暮春》中写道：“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留将根蒂在，

岁岁有东风。”下列语句中与此蕴涵的哲理一致的是（  ） 

A．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B．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C．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D．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 

8．最近，一些网络流行语被～位语文教师用文言文表达出来。例如：“主要看气

质”表达为“请君莫羡解语花，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表达为“执

子手，子挈资斧”；“有钱，任性”表达为“家有千金，行止由心”。这种语言表达的

差异性进一步佐证了（  ） 

①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②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 

③意识活动产生于人脑    ④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9．如图所示漫画《腾不出手》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A．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B．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C．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D．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 

10．诗词之美，美在意境，贵在意境。诗词的意境，是指诗词的意和象的结合。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景乃情之媒，情乃诗之胚”。“只有意与境相浑、心与

境相契，才能构成美的诗词境界。”这一观点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 

①情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②情对景的反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选择性 

③情与景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④景具有的能动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11．“十三五”期间我国要以侧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强调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

调控转为偏重供给 侧调控。用认识论的观点分析，这是因为（  ） 

①真理的获得必须以谬误的纠正为基础           ②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

发展着的 

③实践是在认识的指导下有目的能动性活动    ④人的认识源自实践最终要转

化为实践。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2．鲁滨逊流落在荒岛上，一心想回陆地 于是找到了岛上最大的一棵树，制成

独木舟，但他一个人无力把它搬入大海。他制作独木舟的活动是否属于实践活

动？有无社会性？正确的回答是（  ） 

A．是实践活动，但无社会性，因为它是独立的个人活动 



B．不是实践活动，没有社会性，它不过是人的求生本能的表现 

C．是实践活动，因为他已经远离社会，回归自然 

D．是实践活，也具有有社会性，因为它制作的独木舟的工具和技能都是社会赋

予的 

13．2015 年第 20 届国际艾滋病大会（AIDS2014）在穆尔本召开。科学家们己学

会如何用 HIV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来防止病毒的复制，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死亡

优选法急剧下降。但研究人员至今还未找到如何从体内完全清除病毒的方法，因

为与任何其他病原体不同的是，艾滋病病毒似乎天生就有潜伏和无法检测的能

力。对此，丹麦研究人员提出“先踢后杀”（kiCkandkillapproaCh）疗法，力图将

病毒从其藏身之处激活，然后杀死它。这表明（  ） 

①实践是按照主观的内在本性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②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具有反复性 

③认识是不断克服谬误逐步接近真理的上升的过程 

④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是推动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动力。 

A．①④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14．英国化学教授克莱尔•格雷和她的团队攻克了锂空气电池开发中的技术难关。

这个技术可以让汽车只充一次电就能行驶约 650 公里，电池通过锂和氧结合成过

氧化锂实现放电，再通过施加电流逆转这一过程而完成充电。“锂空气电池”的技

术攻关佐证了（  ） 

①建立人为事物的联系不受客观条件限制 

②调整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新的联系 

③事物的联系是多变的，稳定的联系不存在 

④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新的联系。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15．2015 年 10 月 5 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在重新

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

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

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屠呦呦

获得提高青蒿药效方法，启示我们（  ） 



①复习他人记述的实践是认识的重要来源 

②科学方法的获得往往源于合理大胆猜测 

③他人经验的再探索是我们进步的阶梯 

④有效利用事物应该尊重事物的固有联系。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6．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谈环境保护的形势与对策时说，我们的环保工作涉及

的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

就是其中之一”。解决我国环保工作的上述尴尬需要（  ） 

①坚持发展的观点，推动行政体制创新          ②重视搞好局部，发挥每个

部门的积极性 

③树立尊重自然意识，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④从整体着眼，推动系统内部

结构优化。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17．从前有一个人肚子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饼子，他觉得没有饱，直到吃

第七个饼子时，刚吃到一半，便觉得饱了。这个人非常后悔，心想：如果早知道

吃这半个饼子就会饱，我先吃这半个就好了，前面吃的六个都浪费了。故事中“笨

人”所犯的错，是他不懂得（  ） 

A．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适度原则 

B．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C．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D．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18．2015 年 12 月 10 日，百度宣布，百度无人驾驶汽车国内首次实现城市、环

路及高速道路合路况下全自动驾驶．从发展的观点看，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  ） 

①与传统汽车相比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②产生于传统汽车，又超越了传统汽车 

③必然还存在着弱点和需要完善之处 

④必将迅速代替传统的有人驾驶汽车．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19．面粉、水量的比例对发面很重要。水少面多，面团就硬；水多面少，面团软

踏踏。经济运行也是如此，货币流通量与待售商品总量也要保持适度的比例，这

说明（  ） 

①物质的反应特性成为人类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 

②联系是有条件的，联系构成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③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促进新事物的产生 

④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20．下列选项与右侧漫画蕴含的哲理一致的是（  ） 

①一切事物存在发展都是有条件的 

②矛盾双方是对立又统一的 

③对立与统一可以相互转化 

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 

 

A．②④ B．①③ C．①② D．③④ 

21．2016 年 3 月 4 日，两会特别访谈栏目《企业家说》访问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时，谈到自己从一个绍兴茶厂的调度员到今天成为享誉全国的“饮料大王”

的奋斗历程，宗庆后说：“从 87 年创办娃哈哈集团，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企业在发展中走了不少弯路错路。我坚信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熬过一

次次难关，如今这些错路和弯路都和成功的经验一起，成为娃哈哈未来发展中宝

贵的历史教材。”这启示我们（  ） 

A．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水平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 

B．在一定条件下，过去上的失误、错误能对后世有积极作用 

C．过去的失误、错误和成功经验，都对当时的实践发展进步起推动作用 



D．真理与谬误总是相伴而行，曾经的谬误到后世就会转化为新的真理 

22．20 世纪 20 年代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以“和而不同”治校的大师，他对各种学术

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形成北大“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因为他懂得（  ） 

①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②矛盾双方无条件转化 

③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④同一以差别的对立为前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3．“微课”是一种运用建构主义方法形成的、以学生网络在线学习自己不懂得知

识为主要手段的学习方式。学生通过“微课”网络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自己不懂的知

识，成为学习的主角，学习方式有了转变，学习能力大为增强。从哲学上看，“微

课”的运用（  ） 

①是对传统课堂的完全颠覆 

②是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辩证否定 

③体现了创新仅仅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 

④体现现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②③ 

24．2016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国际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

需要通过综合施策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发挥生力军

作用。这表明（  ） 

①创新驱动割断了事物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②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和人类思维的变革 

③创新驱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④创新驱动是时代的引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25．重彩油画是中国的重彩画与西方画融合后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油画新样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重彩油画创作体现了（  ） 

①艺术创作推动了艺术思维和绘画文化的发展 

②对先前艺术的否定是推动艺术创新的前提 

③艺术创新源于画家的主观想象和创作灵感 



④艺术发展需要坚持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 

A．①④ B．③④ C．①③ D．②③ 

  

二、阅读材料，回答问题．（50 分） 

26．（20 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

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中国的法治进程： 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

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

想。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任务，一整套适应现代化建设

需要的治理体系加紧构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深入推进。 

材料二：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

结合山东实际，山东省委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山东；其关键在于落实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坚持法治山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1）结合材料一，用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的有关知识，谈谈对我国依法治国方

略发展过程的认识。 

（2）结合材料二，指出中共山东省委在推进法治山东建设过程中遵循了哪些辩

证法方法论？ 

27．（9 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至此，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职工到



城乡居民统一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基本养老保险

水平偏低，公务员与企业职工、职工与居民之间待遇相差大、衔接不畅等问题，

专家称，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做法方向正确，但预期实

施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 

结合材料，运用发展观知识，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 

28．（9 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美丽

窗口。“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是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坚持用“海外民众乐

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也门

撤侨行动中的感人瞬间，到陕西粱家河村的今昔对比，他在不同国家的演讲中别

具智慧的讲述，带来一股外交新风，重塑着中国对外传播新格局。 

在文化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电视剧《木府风云》在东南亚掀

起“中国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用地道的中国美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征服

了大批海外“粉丝”。一套中国味十足的“诸子百家国风画传”丛书已成功展开版权

输出……一股勃勃涌动的“华流”正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并不断走进世界人

民心里。 

结合材料，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关知识，说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要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的理由。 

29．（12 分）201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

意见》，为文艺繁荣发展累基砌阶，立柱支梁。意见指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准确把握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

针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生动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伟大实践。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

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 

结合材料 ，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说明为什么“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2016-2017 学年安徽省六安市寿县一中高二（上）期中政

治试卷 

参考答案与试题解析 

  

一、选择题 

1．“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对近

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这句话，理解正确的是（  ） 

①哲学对具体科学有指导作用     ②具体科学是哲学产生的基础 

③哲学不以解决具体问题为任务 ④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总汇。 

A．①④ B．②④ C．①③ D．②③ 

【考点】F7：哲学与具体学科． 

【分析】本题考查：哲学与具体学科 

（1）区别：二者研究的对象和回答的问题不同．①具体科学以某一具体领域作

为研究对象，揭示的是某一具体领域的规律；②哲学以整个世界作为研究对象，

揭示的是整个世界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2）联系：①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②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③哲学为各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指导． 

【解答】①符合题意，材料中“知识之最高之满足，必求诸哲学”，这说明哲学对

具体科学有指导作用； 

②不合题意，该选项与题意不符； 

③符合题意，材料中“以功用论哲学，则哲学之价值失”，这说明哲学不以解决具

体问题为任务； 

④说法错误，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故本题选 C．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

一方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并和所学知识对应起来，另一方面运用排除法

去除不合题意和错误的选项． 



  

2．2015 年 7 月，美国宇航局宣布，天文学家们发现了“另一个地球”，“它就是位

于太阳系外的行星开普勒﹣452b，与地球的相似指数为 0.98。”2015 年 9 月，美

国宇航局又宣布在火星表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强有力”证据。这一事例给我

们的哲学启示有（  ） 

①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具有同一性       ②人的意识对自然界的变化发

展有重要影响 

③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④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本

原是物质。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考点】FA：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G4：世界物质性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世界物质性原理 

1、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认为思维能正确认识存在，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属于可知论． 

2、世界物质性原理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①自然界具有物质性； 

②人类社会具有物质性； 

③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 

【解答】①符合题意，材料中的几次发现说明思维能正确认识存在，即思维和存

在（意识和物质）具有同一性； 

②不合题意，材料内容不体现意识对自然界的变化发展的影响，而是强调人能能

动地认识自然界； 

③不合题意，材料内容不是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④符合题意，材料中科学家们对行星开普勒、火星表面液态水活动的发现，证明

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 

故本题选 B 

【点评】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一方

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关键词句，并和所学哲理知识对应起来，另一方面



运用排除法去除不合题意的选项． 

  

3．从哲学的角度看，与下列材料寓意相符的是（  ） 

范氏之亡者，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

恐人闻之而夺已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吕

氏春秋•自知》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B．心外无物，天下无一物非吾度内者 

C．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D．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 

【考点】GB：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F9：哲学基本问题． 

【分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有：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哲学的基本问题，具体

如下： 

①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②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中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

原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派别；另一方面

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的对立． 

【解答】材料选用的是《吕氏春秋•自知》中关于掩耳盗铃典故的表述，在于揭

示“钟有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 

A 项中“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直接了当地表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发展是

客观的，与题意相符，应选； 

B 项“心外无物”属于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与题意不符，故不选； 

C 项由“不知”可推出该观点属于不可知论，与题意不相符，故不选； 

D 项观点“未有此物先有此理”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因此，不选；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点评】以文言材料设置的哲学题一直是学生的失分题，做好此类题目首先要理

解文字材料，其次找准相切合的知识点迎刃而解． 

  



4．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事后诸葛亮”，但它一旦产生又可以成为社会变革的

先导，成为“事前诸葛亮”。哲学要成为“事前和事后诸葛亮”，就必须（  ） 

①真正地让人们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推动时代进步 

②正确地反映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成为科学的科学 

③始终决定当前和未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当好社会变革的先导 

④如实反映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指导人们能动地认识、改造世界。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考点】F3：哲学的的功能和任务． 

【分析】本题考查：哲学的功能和任务 

（1）功能 

①真正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正确的思

维方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 

②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社会变革的先导． 

（2）任务  

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明灯，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工具，是指导人们生活得更好的艺术． 

【解答】①④符合题意，哲学要成为“事前和事后诸葛亮”，就必须真正地让人们

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推动时代进步，必须如实反映时代的客观要求和

历史趋势，指导人们能动地认识、改造世界； 

②说法错误，哲学并非科学的科学； 

③说法错误，哲学不能决定当前和未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趋势． 

故选：C． 

【点评】解答本题最快的方法为排误法，即排除题肢本身说法错误的选项，即可

得出正确答案，这样既节省了答题时间，又提高了正答率．本题难度不大． 

  

5．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可以将一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定向地转移到另一个生物

体中，从而获得人类希望的遗传性状，创造出新物种。这说明（  ） 

A．物质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 

B．一切物质都是“为我之物” 



C．人能够认识和利用规律造福人类 

D．人们掌握科学就能改变规律的客观性 

【考点】GD：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分析】本题考查：规律的普遍性 

原理：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都遵循

其固有的规律． 

方法论：必须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规律． 

【解答】A 说法错误，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 

B 说法错误，题肢说法为主观唯物主义； 

C 符合题意，“人们可以将一个生物的遗传物质定向地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

从而获得人类希望的遗传性状，创造出新物种”表明人的意识具有能动作用，人

类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利用规律改造自然界，为人类造福． 

D 说法错误，规律是客观的，人们不能改变规律的客观性． 

故本题选 C． 

【点评】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是高考考核目标与要求之一，我们应学会从试题

中提取有效信息和核心信息，对其进行分析整合，得到正确的答案．本题难度适

中． 

  

6．有一副对联，上联是“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下联是“天心阁，阁中

鸽，鸽飞阁不飞。” 这形象地说明（  ） 

①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 

③静止也是一种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④运动是静止的一种特殊状态，没有绝对静止的事物。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考点】G8：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分析】本题考查：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 

①区别： 

一是含义不同．运动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静止是运动的一种



特殊状态，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说事物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时期，

其根本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二是说物体相对于某一参照系来说没有发生某种运

动，或者说物体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没有进行某种特殊的运动． 

二是特点不同．运动是无条件的、永恒的和绝对的；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

相对的． 

②联系：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③只承认静止而否认运动是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

则导致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解答】①②符合题意，“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和“天心阁，阁中鸽，

鸽飞阁不飞”中都包含着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说明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任何

事物的存在都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 

③说法错误，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但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是运动； 

④不合题意，材料不仅仅是体现绝对静止． 

故本题选 C．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考生在分析题肢的时候，要结合

材料进行思考，排除题肢中和材料无关以及本身说法错误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的

选项了．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的理解和把握，本题难度适中． 

  

7．清代诗人翁格在《暮春》中写道：“莫怨春归早，花余几点红。留将根蒂在，

岁岁有东风。”下列语句中与此蕴涵的哲理一致的是（  ） 

A．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B．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 

C．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D．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 

【考点】GB：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分析】本题考查：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1）原理：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规律

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 

（2）方法论： 



①要求我们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②人在规律面前又不是无能为力的，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

基础上，根据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 

【解答】A 错误，根据“莫怨春归早、岁岁有东风”可知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是客观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体现的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

一； 

B 正确，“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体现了规律的客观性； 

C 错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体现意识的能动作用； 

D 错误，“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体现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故本题选 B． 

【点评】本题考查了哲学中的哲理对应题，主要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

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解题的关键是，一要分析诗句中含义，二是选出

最明显的选项，再运用排除法去除错误或无关的选项． 

  

8．最近，一些网络流行语被～位语文教师用文言文表达出来。例如：“主要看气

质”表达为“请君莫羡解语花，腹有诗书气自华”；“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表达为“执

子手，子挈资斧”；“有钱，任性”表达为“家有千金，行止由心”。这种语言表达的

差异性进一步佐证了（  ） 

①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②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 

③意识活动产生于人脑    ④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考点】GJ：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GF：意识的内容和本质． 

【分析】本题考查：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意识的内容和本质 

1、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 

①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意识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

而且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够“复制”当前的对象，而且能够追溯过

去、推测未来，能够创造一个理想的或幻想的世界． 

②意识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能够认识世界的重要条件．世界上只有尚未

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2、意识的内容和本质：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 

①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②不管是正确的思想意识还是错误的思想意识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都是客观

存在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并在人脑中加工改造的结果． 

【解答】①不符合题意，材料未涉及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 

②符合题意，些网络流行语被～位语文教师用文言文表达出来，表明意识活动具

有主动创造性； 

③表述错误，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器官，因此意识活动产生于物质；  

④符合题意，网络流行语是对当今社会客观情况的反映，说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

主观映象． 

故本题选 C 

【点评】本题考查了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意识的内容和本质的

知识，主要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正确解题

的关键：一方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另一方面运用排除法去除错误和无关

的选项． 

  

9．如图所示漫画《腾不出手》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A．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B．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C．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D．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 

【考点】GL：一切从实际出发． 

【分析】本题考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含义：我们做事情要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出发，



经过调查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 

（2）依据：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原理，规律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原理． 

（3）具体要求： 

①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求真务实的精神

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②要求我们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同严

谨踏实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 

③既要反对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意志主义，又要反对片面强调客观条件，安于

现状、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思想． 

【解答】漫画中的人腋下夹了很多伞，因为腾不出手而遭受雨淋，这是机械主义

的表现，下雨时应该腾出手来打伞，而不是用手抱着伞，说明他没有从实际情况

出发，D 符合题意； 

A、B、C 不合题意． 

故本题选 D． 

【点评】解答漫画型选择题时要注意：一要读懂漫画（包括人物、事件、文字、

图画等）；二要把漫画中的有效信息联系起来，找出主题（注意联系选项）；三要

将漫画主题思想与教材知识联系起来，确定正确的选项． 

  

10．诗词之美，美在意境，贵在意境。诗词的意境，是指诗词的意和象的结合。

“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景乃情之媒，情乃诗之胚”。“只有意与境相浑、心与

境相契，才能构成美的诗词境界。”这一观点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 

①情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②情对景的反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选择性 

③情与景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④景具有的能动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③④ 

【考点】GF：意识的内容和本质；GJ：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 

【分析】本题考查：意识的内容和本质；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 

1．意识的内容和本质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不管是正确的思想意识还是错误的思想意识都是对

客观存在的反映，都是客观存在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并在人脑中加



工改造的结果． 

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2．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 

意识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够

“复制”当前的对象，而且能够追溯过去、推测未来，能够创造一个理想的或幻想

的世界． 

意识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能够认识世界的重要条件．世界上只有尚未认

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解答】①正确，“情”属于意识范畴，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所

以情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②正确，“情”属于意识范畴，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因此，情

对景的反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选择性； 

③错误，情与景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④错误，情具有的能动反映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故答案为 B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调动应用知识能力，难度一般．我们做每

一道政治选择题都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对题干提供的材料、信息进行分析、甄别、

遴选，平时要注意夯实基础，培养能力． 

  

11．“十三五”期间我国要以侧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强调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

调控转为偏重供给 侧调控。用认识论的观点分析，这是因为（  ） 

①真理的获得必须以谬误的纠正为基础           ②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

发展着的 

③实践是在认识的指导下有目的能动性活动    ④人的认识源自实践最终要转

化为实践。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考点】GM：实践的含义和特征． 

【分析】本题考查：实践的特征 



①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这首先是由实践的构成要素的客观性决定的．实践的基

本要素有：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和实践的手段．实践的构成要素是客观的，

实践活动的过程是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结果是受客观事物及其运

动规律制约的，因而也具有客观性． 

②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实践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选客观世界的活动． 

③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

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实践的内容、形式、规模和

水平是各不相同的，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解答】①表述错误，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真理属于认识，真理的获得必须以实

践为基础； 

②符合题意，“当前及今后较长时间里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将从以往的偏重需求侧

调控转为偏重供给 侧调控”体现了实践具有历史性，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地发展

着的； 

③符合题意，“十三五”期间我国要以侧重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体现

了实践具有能动性，实践是在认识的指导下有目的能动性活动； 

④表述错误，人的认识最终应该是要回到实践，指导实践，但不是转化为实践． 

故本题选 B 

【点评】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一方

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关键词句，并和所学哲理知识对应起来，另一方面

运用排除法去除错误的选项． 

  

12．鲁滨逊流落在荒岛上，一心想回陆地 于是找到了岛上最大的一棵树，制成

独木舟，但他一个人无力把它搬入大海。他制作独木舟的活动是否属于实践活

动？有无社会性？正确的回答是（  ） 

A．是实践活动，但无社会性，因为它是独立的个人活动 

B．不是实践活动，没有社会性，它不过是人的求生本能的表现 

C．是实践活动，因为他已经远离社会，回归自然 

D．是实践活，也具有有社会性，因为它制作的独木舟的工具和技能都是社会赋

予的 



【考点】GM：实践的含义和特征． 

【分析】本题考查：实践含义和特征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它有两层基本的含义：其一，凡是实践，

都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物质性活动；其二实践是一种直接现实性

活动，它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是

历史的发展着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人类实践的内容、形式、规模和水

平是各不相同的，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解答】A 表述错误，实践具有社会性，不存在脱离社会的完全独立的单个人的

活动；  

B 表述错误，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它有两层基本的含义：其

一，凡是实践，都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物质性活动；其二实践是

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它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因此

因此他制作独木舟的活动是否属于实践活动，也具有社会性；  

C 表述错误，理由错误；  

D 符合题意，是实践活动，鲁滨逊是社会中的人，实践活动具有社会性，因为他

制作独木舟的工具和技能都是社会赋予的． 

故本题选 D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基础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难度适中．只要掌

握好基础知识，理解材料所指就可做好本题．注意实践的社会性特征． 

  

13．13.2015 年第 20 届国际艾滋病大会（AIDS2014）在穆尔本召开。科学家们己

学会如何用 HIV 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来防止病毒的复制，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死

亡优选法急剧下降。但研究人员至今还未找到如何从体内完全清除病毒的方法，

因为与任何其他病原体不同的是，艾滋病病毒似乎天生就有潜伏和无法检测的能

力。对此，丹麦研究人员提出“先踢后杀”（kiCkandkillapproaCh）疗法，力图将

病毒从其藏身之处激活，然后杀死它。这表明（  ） 

①实践是按照主观的内在本性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 

②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具有反复性 



③认识是不断克服谬误逐步接近真理的上升的过程 

④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是推动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动力。 

A．①④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考点】GO：实践是认识的基础；GT：认识的反复性 无限性和上升性． 

【分析】本题考查：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反复性 

1、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A．人们在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产生的新要求，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

索和研究． 

B．实践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这些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认识器

官，促进了人类认识的发展． 

C．实践锻炼和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 

2、认识的反复性 

认识具有反复性：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受到主体和客体条件的限制，这就

决定了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

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解答】①表述错误，“按照主观的内在本性“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的说法是主观

唯心主义主义的错误观点，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②符合题意，“研究人员至今还未找到如何从体内完全清除病毒的方法，因为与

任何其他病原体不同的是，艾滋病病毒似乎天生就有潜伏和无法检测的能力”说

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认识具有反复性； 

③表述错误，认识有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如果是错误的认知，那只会和真

理越走越远； 

④符合题意，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材料中针对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不断寻找

新的病毒疗法，说明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是推动人们探索和研究的动力． 

故本题选 C 

【点评】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意：一方

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关键词句，并和所学哲理知识对应起来，另一方面

运用排除法去除错误的选项． 

  



14．英国化学教授克莱尔•格雷和她的团队攻克了锂空气电池开发中的技术难关。

这个技术可以让汽车只充一次电就能行驶约 650 公里，电池通过锂和氧结合成过

氧化锂实现放电，再通过施加电流逆转这一过程而完成充电。“锂空气电池”的技

术攻关佐证了（  ） 

①建立人为事物的联系不受客观条件限制 

②调整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新的联系 

③事物的联系是多变的，稳定的联系不存在 

④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新的联系。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考点】GG：意识的能动作用；H5：联系的客观性． 

【分析】本题考查：意识的能动作用；联系的客观性 

1．意识的能动作用 

（1）人能够能动地的认识世界： 

①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人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时候，总是抱有一定的

目的和动机，在实施行动之前还要制定蓝图、目标、行动方式和行动步骤等． 

②意识活动具有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意识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

而且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够“复制”当前的对象，而且能够追溯过

去、推测未来，能够创造一个理想的或幻想的世界． 

③意识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人能够认识世界的重要条件．世界上只有尚未

认识之物，没有不可认识之物． 

（2）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意识能动作用最突出的体现）： 

①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不同性质的意识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

的）．人们在意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世界，即通过实践把意识中的东西变成现

实的东西，创造出没有人的参与永远也不可能出现的东西． 

②意识对于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意识活动依赖于人体的生理过

程，又对生理过程有着积极的反作用．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奋进；

萎靡的精神，则会使人悲观、消沉，丧失斗志． 

2．联系的客观性 

联系具有客观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求我们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



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 

【解答】①错误，联系是客观的，建立人为事物的联系也要受客观条件限制； 

②正确，“锂空气电池”的技术攻关正是调整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建立新的联系

的体现； 

③错误，稳定的联系是存在的； 

④正确，“锂空气电池”的技术攻关正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建立新的联系的体现． 

故本题选 D． 

【点评】本题考查学生获取解读信息，调动应用知识能力，难度一般．我们做每

一道政治选择题都是运用已有的知识，对题干提供的材料、信息进行分析、甄别、

遴选，平时要注意夯实基础，培养能力． 

  

15．2015 年 10 月 5 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屠呦呦在重新

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

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

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屠呦呦

获得提高青蒿药效方法，启示我们（  ） 

①复习他人记述的实践是认识的重要来源 

②科学方法的获得往往源于合理大胆猜测 

③他人经验的再探索是我们进步的阶梯 

④有效利用事物应该尊重事物的固有联系。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考点】GO：实践是认识的基础；H5：联系的客观性． 

【分析】本题考查：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联系的客观性．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

惟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2）联系的客观性： 

①原理内容：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联系具有客观性．  

②方法论：这一原理要求我们要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 

【解答】①错误，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复习他人记述的实践”不属于实践活动，



不能成为认识的重要来源，排除①； 

②错误，科学方法的获得源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不是源于合理大胆猜测，排除②； 

③符合题意，“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

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据此，她“改用

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表明他人经验的再探索是我们进步的阶梯，

③当选； 

④符合题意，改用低沸点溶剂，避免高温破坏药物效果，表明有效利用事物应该

尊重事物的固有联系，④当选． 

故选：D． 

【点评】解答本题最快的方法为排误法，即排除题肢本身说法错误的选项，即可

得出正确答案，这样既节省了答题时间，又提高了正答率．本题难度不大． 

  

16．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谈环境保护的形势与对策时说，我们的环保工作涉及

的部门很多，许多职能出现交叉重叠。“水里和陆地的不是一个部门管，一氧化

碳和二氧化碳不是一个部门管”，“我听说世界上有四大尴尬部门，中国的环保部

就是其中之一”。解决我国环保工作的上述尴尬需要（  ） 

①坚持发展的观点，推动行政体制创新          ②重视搞好局部，发挥每个

部门的积极性 

③树立尊重自然意识，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④从整体着眼，推动系统内部

结构优化。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考点】HH：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HA：系统优化方法． 

【分析】本题考查：发展的普遍性、系统优化方法 

1、发展的普遍性 

原理：自然界是向前发展的、人类社会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向前发展的．一

切事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变

化和永恒发展着的物质世界． 

方法论：坚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2、系统优化方法 



（1）原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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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方法论要求：系统优化的方法要求我们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掌

握系统优化的方法，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要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

要注意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 

【解答】①④符合题意，环保部门面临的尴尬，是由环保管理体系结构不合理、

不适应需要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发展的观点，对环保部门行政体制进

行改革和创新，需要协调环保系统内部关系； 

②不合题意，材料主旨不在于强调尊重自然意识，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③不合题意，材料并未涉及环保部门面临的尴尬是由于缺乏尊重自然的意识． 

故本题选 D． 

【点评】解答本题应运用的解题方法为排异法，即排除题肢本身尽管正确、但与

材料主旨不相符合的，即可得出正确答案．运用此类方法解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

的理解和把握，难度中等． 

  

17．从前有一个人肚子饿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饼子，他觉得没有饱，直到吃

第七个饼子时，刚吃到一半，便觉得饱了。这个人非常后悔，心想：如果早知道

吃这半个饼子就会饱，我先吃这半个就好了，前面吃的六个都浪费了。故事中“笨

人”所犯的错，是他不懂得（  ） 

A．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适度原则 

B．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C．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D．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考点】HF：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 

（1）辩证关系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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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指导意义（方法论要求）： 

①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好量的积累，为实现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又要果断地

抓住时机，促成质变，实现事物的飞跃和发展． 

②当不想事物发生某种质变时，就要将量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坚持适度原则． 

【解答】B 符合题意，故事中“笨人”所犯的错，是他不懂得饱是基于前面六个饼

的积累，说明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A、C、D 三个题肢选项本身说法正确但均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故本题选 B． 

【点评】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是高考考核目标与要求之一，我们应学会从试题

中提取有效信息和核心信息，对其进行分析整合，得到正确的答案．本题难度适

中． 

  

18．2015 年 12 月 10 日，百度宣布，百度无人驾驶汽车国内首次实现城市、环

路及高速道路合路况下全自动驾驶．从发展的观点看，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

（  ） 

①与传统汽车相比是一种全新的事物 

②产生于传统汽车，又超越了传统汽车 

③必然还存在着弱点和需要完善之处 

④必将迅速代替传统的有人驾驶汽车．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考点】HE：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H4：联系的普遍性． 

【分析】本题考查：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1）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 

新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发展前途的事物．它在旧事物的

母体中孕育产生，克服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和腐朽的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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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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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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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新事

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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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必然经历曲折的过程． 

（3）方法论：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热情支持和悉心保护新事物，促使其成

长、壮大；还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勇敢地

面对挫折与考验． 

【解答】①不合题意，无人驾驶汽车是在传统汽车的基础上的创新，是新事物，

但不是脱离传统的全新事物； 

②符合题意，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是在传统汽车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是对传统

汽车的继承、发展、超越； 

③符合题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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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自动无人驾驶汽车作为新事物，仍然有弱点，需要完善自动 

④说法错误，无人驾驶汽车不会“迅速代替”传统汽车． 

故本题选 D．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考生在分析题肢的时候，要结合

材料进行思考，排除题肢中和材料无关以及本身说法错误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的

选项了．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的理解和把握，本题难度适中． 

  

19．面粉、水量的比例对发面很重要。水少面多，面团就硬；水多面少，面团软

踏踏。经济运行也是如此，货币流通量与待售商品总量也要保持适度的比例，这

说明（  ） 

①物质的反应特性成为人类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 

②联系是有条件的，联系构成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③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促进新事物的产生 

④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考点】H6：联系的多样性 条件性；GC：规律客观性和普遍性原理的方法论要

求． 

【分析】本题考查：联系的条件性、规律的客观性 

1、联系的条件性 

原理 ：事物之间都是有条件地联系着的，无条件的联系是不存在的，任何具体

的联系都依赖于一定条件，随着条件的改变，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因素之间的联

系的性质、方式也要发生变化． 

方法论：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具体分析事物之间联系的条件性． 

2、规律的客观性 

原理：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

灭． 

方法论： 

①必须尊重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规律． 

②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造福人类． 

【解答】①不合题意，材料跟人类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没有关系； 

②符合题意，面粉、水量的比例对发面很重要．水少面多，面团就硬；水多面少，

面团软踏踏，说明联系是有条件的，联系构成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 

③说法错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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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变不一定是发展； 

④符合题意，要想发好面，面粉和水量的比例很重要，经济运行也是如此，货币

流通量与待售商品总量也要保持适度的比例，体现规律是客观的，事物的运动、

变化是有规律的，我们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故本题选 B．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考生在分析题肢的时候，要结合

材料进行思考，排除题肢中和材料无关以及本身说法错误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的

选项了．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的理解和把握，本题难度适中． 

  

20．下列选项与右侧漫画蕴含的哲理一致的是（  ） 

①一切事物存在发展都是有条件的 



②矛盾双方是对立又统一的 

③对立与统一可以相互转化 

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 

 

A．②④ B．①③ C．①② D．③④ 

【考点】HK：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H6：联系的多样性 条件性． 

【分析】本题考查：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联系的多样性 条件性 

1．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1）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 

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 

①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

体当中； 

②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斗争性：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它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

向和趋势． 

（2）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①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②同一以

差别和对立为前提，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性所制约，二者共处于统

一体当中，不可或缺．③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

发展． 

2．联系的多样性 条件性 

唯物辩证法认为：联系具有多样性．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事物的联系也是多

种多样的．有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

系，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等． 

这就要求我们注意分析和把握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各种条件，坚持一切以时间、地

点和条件为转 



【解答】①②正确，从漫画的寓意和提示语可以看出一切事物存在发展都是有条

件的、矛盾双方是对立又统一的； 

③错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 

④不符合题意，题意主旨不涉及量变可以引起质变； 

故答案为 C． 

【点评】本题是漫画类试题，要坚持“漫画要看全、褒贬弄明先、题旨是什么、

联系课本选”的原则，考查的是意识的能动性和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原理，主要考

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1．2016 年 3 月 4 日，两会特别访谈栏目《企业家说》访问娃哈哈集团董事长

宗庆后时，谈到自己从一个绍兴茶厂的调度员到今天成为享誉全国的“饮料大王”

的奋斗历程，宗庆后说：“从 87 年创办娃哈哈集团，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企业在发展中走了不少弯路错路。我坚信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熬过一

次次难关，如今这些错路和弯路都和成功的经验一起，成为娃哈哈未来发展中宝

贵的历史教材。”这启示我们（  ） 

A．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实践水平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 

B．在一定条件下，过去上的失误、错误能对后世有积极作用 

C．过去的失误、错误和成功经验，都对当时的实践发展进步起推动作用 

D．真理与谬误总是相伴而行，曾经的谬误到后世就会转化为新的真理 

【考点】HK：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它有两个方面

的含义：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

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相互转化． 

【解答】A 不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到实践的社会历史性； 

B 符合题意，娃哈哈集团，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企业在发展中走了不少

弯路错路，这些错路和弯路都和成功的经验一起，成为娃哈哈未来发展中宝贵的



历史教材，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过去上的失误、错误能对后世有积极作用，矛盾

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C 说法错误，过去的失误、错误和成功经验，都对当时的实践发展进步起阻碍作

用的； 

D 说法错误，真理与谬误有着明显的界限． 

故本题选 B． 

【点评】本题考查考生对材料的分析理解能力，考生在分析题肢的时候，要结合

材料进行思考，排除题肢中和材料无关以及本身说法错误的，剩下的就是正确的

选项了．解答本题的关键在于对材料的理解和把握，本题难度适中． 

  

22．20 世纪 20 年代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以“和而不同”治校的大师，他对各种学术

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形成北大“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因为他懂得（  ） 

①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②矛盾双方无条件转化 

③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④同一以差别的对立为前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考点】HL：矛盾的普遍性原理；HK：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对立统一 

1、矛盾的普遍性 

原理：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盾；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

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矛盾． 

方法论：要求我们承认矛盾，分析矛盾，勇于揭露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

决矛盾． 

2、矛盾的基本属性：同一性与斗争性 

①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它有两个方

面的含义：一是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

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二是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②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它体现着对立双方

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 



③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性所制约．矛盾双

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解答】①符合题意，蔡元培对各种学术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则说明他懂

得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②说法错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说明矛盾双方的转化是有条件的； 

③说法错误，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以差别的对立为前提； 

④符合题意，“对各种学术流派兼收并蓄，各扬所长”是因为同一以差别的对立为

前提． 

故本题选 C． 

【点评】解答本题最快的方法为排误法，即排除题肢本身说法错误的选项，即可

得出正确答案，运用此方法的前提是熟练掌握相关基础知识，本题难度不大． 

  

23．“微课”是一种运用建构主义方法形成的、以学生网络在线学习自己不懂得知

识为主要手段的学习方式。学生通过“微课”网络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自己不懂的知

识，成为学习的主角，学习方式有了转变，学习能力大为增强。从哲学上看，“微

课”的运用（  ） 

①是对传统课堂的完全颠覆 

②是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辩证否定 

③体现了创新仅仅是外在因素作用的结果 

④体现现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②③ 

【考点】HU：辩证否定观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辩证的否定 

（1）含义：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即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 

（2）特点：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是实现新事物的产生和促使旧事物的灭

亡的根本途径；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它总是吸取、

保留和改造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3）实质：辩证的否定，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

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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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否定的实质就是“扬弃”． 

【解答】①说法错误，“完全颠覆”是一种全面否定，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我们

对传统课堂应坚持辩证否定的态度； 

②符合题意，微课保留了一些传统教学模式的做法，但又进行了革新，所以它是

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辩证否定； 

③说法错误，创新不仅仅依靠外在因素的推动，更主要的是要靠内因的驱动； 

④符合题意，微课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是既克服又保留，实质是扬弃． 

故本题选 C． 

【点评】解答本题最快的方法为排误法，即排除题肢本身说法错误的选项，即可

得出正确答案，运用此方法的前提是熟练掌握相关基础知识，本题难度不大． 

  

24．2016 年 4 月，国务院《关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国际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肩负的历史使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

需要通过综合施策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发挥生力军

作用。这表明（  ） 

①创新驱动割断了事物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②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和人类思维的变革 

③创新驱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④创新驱动是时代的引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考点】HY：创新的社会作用． 

【分析】本题考查：创新的社会作用 

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②创新的作用：从经济角度看，创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政治角度看，创

新推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从文化角度看，创新推动人类思维和文化的

发展． 

【解答】①说法错误，创新并不是对原有事物的完全否定，创新驱动并不会割断

事物过去与未来的联系； 

②不合题意，材料不涉及创新驱动推动生产关系和人类思维的变革； 



③④符合题意，材料中“迫切需要通过综合施策来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为稳增长

调结构惠民生继续发挥生力军作用”，表明创新驱动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

明创新驱动是时代的引擎，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故选：B． 

【点评】考查学生提取信息、调动所学知识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解答本题，

一方面要把握材料要阐明的主旨，并和所学知识对应起来，另一方面运用排除法

去除不合题意和错误的选项． 

  

25．重彩油画是中国的重彩画与西方画融合后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油画新样式，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艺术感染力。重彩油画创作体现了（  ） 

①艺术创作推动了艺术思维和绘画文化的发展 

②对先前艺术的否定是推动艺术创新的前提 

③艺术创新源于画家的主观想象和创作灵感 

④艺术发展需要坚持肯定和否定的辩证统一。 

A．①④ B．③④ C．①③ D．②③ 

【考点】GO：实践是认识的基础；HU：辩证否定观原理． 

【分析】本题考查：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辩证否定观 

1、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实践不断产生新问题、提

出新要求，推动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实践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日益完备的认

识工具，促进人类认识的发展．实践锻炼和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从而推动认识

的不断深化． 

2、辩证的否定，既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而是既肯定

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克服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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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否定的实质就是“扬弃”． 

【解答】①符合题意，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重彩油画创作体现了艺术创作推

动了艺术思维和绘画文化的发展； 

②说法错误，实践的发展是推动艺术创新的前提； 

③说法错误，艺术创新源于实践； 

④符合题意，“重彩油画是中国的重彩画与西方画融合后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油画新样式”说明重彩油画的创作过程是一个辩证否定即对中国的重

彩画与西方油画艺术既肯定又否定的过程； 

故本题选 A． 

【点评】解答本题最快的方法为排误法，即排除题肢本身说法错误的选项，即可

得出正确答案，运用此方法的前提是熟练掌握相关基础知识，本题难度不大． 

  

二、阅读材料，回答问题．（50 分） 

26．（20 分）（2016 秋•寿县校级期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依法治国，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次中央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

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中国的法治进程： 党的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

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还把依法治国作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思

想。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任务，一整套适应现代化建设

需要的治理体系加紧构建，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的改革深入推进。 

材料二：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部署，

结合山东实际，山东省委提出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加快建设法治山东；其关键在于落实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

坚持法治山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更好发挥法治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1）结合材料一，用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的有关知识，谈谈对我国依法治国方

略发展过程的认识。 

（2）结合材料二，指出中共山东省委在推进法治山东建设过程中遵循了哪些辩

证法方法论？ 



【考点】GH：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GD：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GO：实践是认识的基础；GT：认识的反复性 无限性和上升性；H1：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原理． 

【分析】（1）本题要求结合材料一，用探索世界与追求真理的有关知识，谈谈对

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发展过程的认识．通过审题，确定答题范围是探索世界与追求

真理的有关知识，题型为认识类主观题．此题解答需要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

结合唯物论和认识论的知识来组织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深

入，推动我们对依法治国方略认识的不断发展，说明了物质决定意识， 要一切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及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依法治国

方略不断发展的过程说明了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我们党对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必将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说明了我们要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

观能动性相结合、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社会的发展．  

（2）本题要求结合材料二，指出中共山东省委在推进法治山东建设过程中遵循

了哪些辩证法方法论．通过审题，确定答题范围是辩证法，且为方法论，题目类

型为体现类试题．首先，山东省委树立全局观念，重视部分的作用，围绕总目标，

用法治山东建设推动法治国家建设；其次，掌握系统优化方法，用综合的思维方

式，着眼于事物的整体，统筹考虑，系统设计法治山东建设；再次，着重把握主

要矛盾，抓住法治山东建设的关键；最后，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山东实

际作出具体部署． 

【解答】（1） 

①物质决定意识，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根据社会发展实际，解

放思想，不断实现依法治国认识的发展． 

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把握规律．我国在社会实

践中不断深入认识和把握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认识和实践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必将推动依法治国迈向新的更高境界． 

③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促进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方略的发展促进社

会的发展． 

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的动力．不同时期社会建设有不同特



点，从而对依法治国的认识不断发展． 

⑤认识具有无限性、反复性和上升性．要求我们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十

五大到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发布，是逐步积累发展的过程． 

（2） 

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坚持整体和部分的统一．山东省委树立全局观念，重视

部分的作用，围绕总目标，用法治山东建设推动法治国家建设． 

②掌握系统优化方法，用综合的思维方式，着眼于事物的整体，统筹考虑，系统

设计法治山东建设． 

③着重把握主要矛盾，抓住法治山东建设的关键． 

④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山东实际作出具体部署． 

【点评】（1）哲学认识类题型解题技巧 ：一般是原理、方法论、材料分析三步

法，哲学中的“谈认识”题大致相同，即：  

①材料体现“是什么”哲学道理；  

②哲学原理及方法论是什么；  

③“怎么样”进行材料分析． 

（2）哲学体现类试题要求学生要根据情景材料及设问的具体要求，选用答题时

的具体原理及方法论．答题策略上要善于运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所谓归纳，即

材料体现了哪些原理，把材料中涉及到的原理点出来．注意，先材料后原理．所

谓演绎，材料体现了什么原理，这时，先点原理，后用材料佐证，即理论联系实

际．这种题型所考查的原理一般都比较具体，只要方法掌握了，难度就不是很大． 

  

27．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

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至此，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职工到城乡居民统

一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基本养老保险水平偏低，

公务员与企业职工、职工与居民之间待遇相差大、衔接不畅等问题，专家称，建

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做法方向正确，但预期实施难度很



大，不可能一蹴而就。 

结合材料，运用发展观知识，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 

【考点】HB：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分析】本题要求结合材料，运用发展观知识，分析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

展过程．此题知识限定明确，题目类型体现类，问题指向运用发展观分析我国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过程．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主要包括三个基本理论：

即发展的普遍性、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量变与质变的统一，

但能不能在本题材料中都用得上，就需要具体解读和分析材料． 

本题材料内容看起来较多，但蕴含的三层意思较为明显，对材料核心信息进行提

取后，首先，材料中“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

从职工到城乡居民统一的发展过程”，说明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要用发展的

观点看问题；其次，材料中“我国陆续建立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等制度．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还存在基本养老保障水平偏低，公务员与

企业职工、职工与居民之间待遇相差大、衔接不畅等问题”，说明事物发展是前

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最后，材料中“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的做法方向正确，但预期实施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说明事物发展是

量变与质变的统一，要注重量的积累． 

【解答】（1）事物的发展具有普遍性（世界是永恒发展的或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

农村、从职工到城乡居民的发展过程． 

（2）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

折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实施难度很大． 

（3）事物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事物的发展首先是从量变开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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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建立全国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

进，逐步推进． 

【点评】如何体现（做到）某某观点或原理类试题的答题模板： 



第一步“定”，即定位所要运用的观点、原理．  

第二步“分”，即对观点、原理进行分解． 

第三步“筛”，即把分解的观点、原理内容依据材料作出取舍．  

第四步“联”，即把保留的观点、原理内容与相应材料进行有机联结． 

  

28．“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美丽窗口。

“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是倡导者，也是践行者。他坚持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

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从也门撤侨行

动中的感人瞬间，到陕西粱家河村的今昔对比，他在不同国家的演讲中别具智慧

的讲述，带来一股外交新风，重塑着中国对外传播新格局。 

在文化领域，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电视剧《木府风云》在东南亚掀

起“中国风”。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用地道的中国美食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征服

了大批海外“粉丝”。一套中国味十足的“诸子百家国风画传”丛书已成功展开版权

输出……一股勃勃涌动的“华流”正吸引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并不断走进世界人

民心里。 

结合材料，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关知识，说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要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的理由。 

【考点】HN：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 

【分析】本题知识限定明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关知识，题目类型原因类，

之所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

理解的语言”，是因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承认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

同矛盾，寻找解决传播中华文化的正确方法，同时要承认中外民众在语言思维方

面存在的差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

言进行传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共同规律，用

国际化的方式传播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文化． 

【解答】①矛盾具有普遍性．要承认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不同矛盾，寻找解决传

播中华文化的正确方法．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承认中外民众在语言思维方面存在的差异，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传播． 



③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联结．要遵循文化传播的共同规律，用国际化的方

式传播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文化． 

【点评】纵观近几年政治高考哲学主观题，原因依据类试题考查频率相当高， 应

引起我们的重视．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背景材料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色，贴

近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体现了思想政治学科的一贯特色；设问角度灵活多变，

设 问一般以“为何”、“原因”、“依据”、“理由”等关键词为题眼，侧重考查同学们

调动和运用知识、获取和解读信息、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29．（12 分）（2016 秋•寿县校级期中）201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为文艺繁荣发展累基砌阶，立柱支梁。意见

指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准确把握文艺工作面临的形势；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抒写、

为人民抒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生动反映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评价文艺作品，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绝不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 

结合材料 ，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说明为什么“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 

【考点】HM：矛盾的特殊性原理；HK：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HS：坚持两

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分析】本题要求结合材料 ，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说明为什么“一部好的作

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审读设问，明确限定知识范围：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即唯物辩证法的

矛盾观；命题指向是“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因，属于原因类试题．审读材料，抓住关键信

息，对应知识点．依据所学知识，可以从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

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等角度思考回答． 

【解答】①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

本质．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要求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②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我国文艺创作如果盲目迎合市场容易流于庸俗和肤

浅，如果一味注重思想艺术性则很难在市场上受欢迎．因此，好的作品既要关注

市场又注重思想艺术性，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③两点论与重点论是相统一的．两点是有重点的两点．社会主义文艺要兼顾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点评】纵观近几年政治高考哲学主观题，原因依据类试题考查频率相当高， 应

引起我们的重视．此类试题的主要特点：背景材料与时俱进，彰显时代特色，贴

近学生生活和思想实际，体现了思想政治学科的一贯特色；设问角度灵活多变，

设 问一般以“为何”、“原因”、“依据”、“理由”等关键词为题眼，侧重考查同学们

调动和运用知识、获取和解读信息、描述和阐释事物的能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