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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2014年)》由阳光考研命题研究中心编写。
《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2014年)》配合考研政治新大纲与新教材，从考研命题角度入手
，结合学科特点与命题特征，剖析命题要点，囊括全部知识点，精讲重点、难点、核心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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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部联系相互关系的范畴。
现象和本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
 1）二者的区别在于，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人们可通过感官感知，本质则是事物的内
在联系和根本性质，只有靠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现象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本质是一般的、共同
的；现象是多变的，本质则是相对稳定的；现象是生动丰富的，本质则是深刻、单纯的。
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假象与错觉不是一回事。
 2）二者的统一在于，任何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没有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任何现象都从
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即使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
 （2）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表明：我们能够通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同时又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
本质。
 真题链接 （1989年文科第15题，单项选择题）唯物辩证法认为假象是 A.与本质无关的现象 B.纯粹偶然
的现象 C.人的主观错觉 D.以歪曲颠倒的形式表现本质的现象 [答案] D [解析]假象也是对事物本质的反
映，只是以歪曲颠倒的形式表现了事物本质的现象。
故选D。
 形式与内容 预测考点 内容与形式是揭示事物内在要素同这些要素的结构和表现方式的关系范畴。
内容是构成事物一切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存在的基础。
形式是内容诸要素相互结合的结构和表现方式。
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它们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任何内容都有一定的形式，而任何形式也都有一定的内容。
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
我们既要重视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又要善于运用形式，发挥其积极
作用。
 十八、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是指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
事物以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呈现出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
 主观辩证法 主观辩证法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即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思维运动
和发展的规律。
 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联系与区别 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表现形式上不同。
客观辩证法采取外部必然性的形式，离开人的意识、思维而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主观辩证法则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辩证
思维规律。
 十九、唯物辩证法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致性 预测考
点 唯物辩证法的方法与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一致的。
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运用于思维和工作中就转化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矛盾分析法居于核心的地位，是根本的认识方法。
此外，上述唯物辩证法的各对基本范畴，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都可以也应该应用到我们想问题
和办事情中去，化为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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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研政治真题解析与预测考点背诵(2014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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