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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二政治答疑汇总 
（2020 年 3月 23-3月 27日，第七周） 

 

1.为什么是说每一矛盾中的两个方面都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另

一方被支配？如何理解它们是不平衡的呢，一方支配着另一方的呢? 

比如疫情发生初期，中期~重点工作应该是全力做好防控，但经济活动也要兼顾，

到现在疫情的后期，那我们就是以经济为中心，兼顾防控疫情。 

再比如，评价一个人七分功三分过。功与过构成矛盾双方，但是我们评价这个人

功大于过，本质还是好人。一个人七分功三分过，所以”功“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综合来看这个人还是个好人，所以说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 

 

2.如何体现圈②？ 

 

新时代改革要----以前的做法+新的若干做法。新时代改革开放：旧--新。新时

代改革要----以前的做法（共性）+新的若干做法（个性）。 

 

3.请问为什么不能说通识教育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通识教育不是属于“怎么

做”吗？ 

 
着重抓好通识教育和大类基础教育~抓重点应该是都这两类都要抓，圈 3太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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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道题，请问为什么②不对？题目中出现“伴随......迭代”“新文化”等字

眼，不能看成是与以前、与旧文化对比说明要分析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吗？还有④，

前半句能理解，后半句（分清主流和支流）怎么理解？在题目中主流和支流分别指什

么？ 

 
 

第 11题讲的是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这就是矛盾的双

方，所以我们看到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哪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就是要

区分主流和支流。 

 

5.请问为什么不能说消除矛盾（虽然说矛盾有普遍性，但为什么不能消除某一个

具体的矛盾呢？）旧的矛盾解决是不是一定会有新的矛盾产生？ 

矛盾是事物内部固有的对立统一，可以说矛盾是客观的，是普遍的，所以矛盾本

身不能消除，但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在不断的解决具体矛盾，但解决矛盾实际上就是促

进事物质变发展，事物固有的矛盾又会呈现出新的形式。 

比如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学习有困难的地方也有容易的地方，我们在不

断的在解决那些难题，促进知识增长，到了小学一样也有新的难题，我们又在不断的

解决它，然后推动我们的知识进步，到了初中、高中、大学及一生也是如此。 

 

6.请问有没有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有些矛盾可能暂时不能够解决，但是从人类的发展和演化看，从我们的认识能力

和实践能力的推进看，最终能够不断的去解决它，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然后又要解决

新的具体的矛盾。 

 

7.圈 1说互联网建立了新的具体联系?可是不是人类才可以根据事物固有联系建

立新的联系吗?互联网这种也可以的吗？ 

人类可以通过互联网建立新的联系。举个简单例子，网购使得卖家和买家（不同城）

联系起来，带动物流等联系。。。这不就是有了互联网后，建立起来的联系。 

8.周末训练题 1：怎样体现“人的生理活动”？ 

“治己者先治心”这句话有体现到。想要天下安定先治自己，治好自己关键在心

（思想），这不就是强调意识对自己（人体)的调节作用，可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