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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政治答疑汇总（第六周） 

1.规律是深藏不露的，为什么错了？ 

 
答：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从客观事物运动本身看，规律是一种本质的联系，

但会通过现象暴露出来；二是从人的意识的作用来看，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加以

认识。 

事物的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不是深藏不露的。规律为什么不是深藏不露

的：要结合规律的含义（本质与现象）--进而-在实践中-运用科学思维工具-发

挥意识活动的主动创造性（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总是通过现象暴露出来，

不是深藏不漏的。 

 

2.第三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这个要怎么理解吗？ 

 

答：矛盾有特殊性，不是所有的花都同时开的，比如山里的桃花就开得比较

晚。山里桃花开的晚是特殊性的表现。但是桃花也是花，跟其他花有共性，是矛

盾的普遍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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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到垄断，朝鲜核六方会谈有缓和迹象属于量变还是质变 

为什么？ 

答：在资本主义自身发展内部看，从自由竞争到垄断，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看，它仍是资本主义，这个根本性质没变。 

结论：先确定一个特定事物，再从时间角度，动态分析变化发展过程中一般

量变与关键性量变【临界点--从而实现根本性质改变--实现这个特定事物的发

展】 

 

4.下题的 B选项，材料中也有提现新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为什么只选 C而不考虑 B呢？ 

 

答：b选项知识表述错误，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方向是前进的。 

 

 

5.P93第 2题的答案解析对于圈 1的解释十分笼统。为什么材料体现了质变

和量变，就说明了是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答案解析说圈 2没有体现，但材料中

我国国策分布发展，不是尊重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实践的客观物质性

吗？ 

 

答：第 2题题目的重点是讲十九大报告提出一个规划目标，这个目标是分

步骤分阶段，由若干小目标构成的~没有说到为什么要分步骤，分阶段是因为客

观的实际情况等，所以不能选 2。像这道题如果要选择 b，一定要给出背后的客

观实际或实践探索等这些信息出来，强调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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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究竟这个工业时代所体现出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指什么？ 

答：对于矛盾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灵活的理解，它本质上是对立统一的关

系。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常常把它转化为问题、事物来理解。因为所有的

问题或者事物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或者说所有的问题或者事物

都是由关系构成的。工业的发展，每一个阶段有它自身特殊的问题，也就是特殊

的矛盾，正是因为工业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不同、特点不同，所以我们才能够区

分工业 1.0、工业 2.0、工业 3.0、工业 4.0。其实它们的背后是一系列的关系不

同， 有人与产品，产品与设备，人与设备等等。是众多关系不同，或者说特殊

性的综合表现，才能够区分工业 1.0 工业 2.0 工业 3.0 工业 4.0。 

 

7.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呀？ 

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矛盾特殊性的要求，因为各有特点，如治疗新冠病

人，一人一策，就是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的身体特点，在共同的治疗手册的基础

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实际出发是物质决定意识的要求，强调不能主观臆断，要符合客观实际。

比如，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扭转，我们的应急响应只能将为 2级，不能一下子将

为 3级或者 4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从实际出发的深化运用。 

 

8.“同一性规定了事物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趋势”应该怎样理解? 

答：你见过拔河比赛吧，拔河比赛，两方都在一条绳上，这一条绳就是统一

性，因为拔河比赛的双方是对立的，是竞争的关系，他们是优势的一方或者是

劣势的一方，或者优势劣势不断地相互转化。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就决

定了他们随时都向对立面转化，这里的对立面就是成功或失败，优势或劣势。 

 

9.如何理解普遍性寓于特殊性 VS斗争性寓于同一性的关系？ 

答：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讲的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斗争性寓于统一性之中是指斗争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包含在同一性之中，因

为任何一都包含着二，也就是任何一都能分为二的意思。有一条绳索一定有两端，

当我们说一条绳索的时候，一定包含了有两端，才能构成一条绳索。当我们说，

一场球赛的时候一定包含了竞争的双方。 

 

10.第 6题是指人生的缺憾与传记的缺点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吗？ 

 

 

答：这句话主要是讲人无完人。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讲的是任何人都有

优点和缺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那就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就需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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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这就是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方法论要求，所以 c比较

合适的。第四个选项讲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也就是个性与共性的

统一，很显然，对梅兰芳的评价，并不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的问题。 

    这道题里人生的矛盾：精彩与遗憾。这道题里电影的矛盾，也是：精彩与遗

憾.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矛盾。复杂的事物有多个矛盾，不止有一对矛盾。比如

武汉疫情，不止有人与病毒，还有医生与病人，救人与保护自己，救治与消防

安全，防控与传染…… 

 

11.这道主观题提到了文化的共性和个性，不是应该用“普遍性和特殊性”去

论述吗？“同一性和斗争性”与“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答：辩点强调要突出个性~题目要求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所以我们在

这里只能确定辩点强调了斗争性，差异性。 

实际上，哲学答案的思维模型通常是：先摆完哲学理论，剩下的他是问文

化或经济学或政治学的问题，那就用文化或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知识来分析论证就

OK。这种演绎分析论证，我把它叫“就事论事法”。 

 

12.五三 P96基础练中的 T10 为什么选 C呢？材料强调的不是不同的人都共

同有着优秀的品质吗（即普遍性）？C项强调的应该是特殊性吧 

 

答：材料强调的不是不同的人都共同有着优秀的品质吗（即普遍性）？C项

强调的应该是特殊性吧---答：不同的优秀人物都具有共同的优秀品质-->换个思

维角度：优秀品质是通过具体的一个个优秀个体展现出来的【选项侧重点要切合

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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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97的 T2 网课上讲过太极图体现的是矛盾可以互相转化，那圈 1（矛

盾具有普遍性）是如何体现的呢？ 

 

答：P97的 T2，太极图反映的阴阳（黑白）有明确界限与区别（对立），但

又有包含转化趋势（统一），即对立统一；圈 1中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与

圈 3中的祸福，各自都具有统一对立的关系。【圈 2侧讲城市与山区的差别--

矛盾的特殊性；圈 4也是】 

 

14.P97 T6材料中既有强调特殊性，也有强调普遍性，但圈 2、3只体现了

同一性和普遍性，问什么可以选呢？另外，一分为二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我

看了书之后还不太懂，网课上好像也没有特别涉及到 

 

答：“无两个对立面，就无一个统一体；若无一个统一体，两个对立面的

斗争也就停息了。”把事物看成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统一体，并靠对立面斗争推

动事物发展。这是张载对辩证法的概括。--圈 1知识错误，圈 4 太远了 

 

15.一分为二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请结合疫情加以说明 

答：“一”指一个矛盾体，简单来说，可指一个变化发展的事物；“二”

可指的是相反相成的矛盾双方【一分为二，既看到疫情造成的不利影响（伤亡、

经济下行等），也看到倒逼促成的积极影响（改革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等）】，

也可指关于矛盾的展开的体现对立统一特点的双方，比如既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

面（斗争性）又看到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同一性）；既看到主要矛盾，又看到次

要矛盾；既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忽视矛盾的次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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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请问怎么判断两个物体有没有同一性？就比如那道大题中礼堂的硬件

跟软件，为什么具有同一性？是说因为硬件和软件都在礼堂这个统一体之中，所

以他俩具有同一性？怎么理解“硬件跟软件”他俩互为前提了？ 

答：硬件和软件是相对而言的，互为前提的---矛盾双方具有同一性。为什

么说文化道德是软件，为什么不说是硬件，那是相对于经济建设、道路建设是实

的，是物质的。正如为什么说你是女孩，不是男孩。 

启示：找矛盾，经常可用找反义词的方法。给一个事物下定义或认识一个

事物，可以从它的反面着手。 

 

17.选项 2，它说联系无条件，不是错了吗？ 

 
答：2是对的。无条件地处在联系中---等于：联系是无条件的吗？无条件

地处在联系中：指的是每个事物都处在在联系的状态之中，联系是普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