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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进一步帮助高校学生准确理解和把握教育部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
，江苏工业学院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科学部教师在认真研究教材内容、广泛吸取近年来学术界有
关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生政治考试试题精华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习读
本》一书进行了修订。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近现代史学习读本》根据教材相关内容，按照“学习目的”、“学习重
点”、“基本内容”、“思考习题”、“参考答案”以及每门课程后面附有两套“模拟试题”的结构
编写而成，可供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学习、考试使用，也可供自考生、函授生、远程教育的学生自学
使用，同时为考研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备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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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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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发展规律第二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
本质第五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第六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第七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
社会理想模拟试题(一)模拟试题(二)第二篇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一章 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
革命理论第四章 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第五章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第六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第七章 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九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第十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十一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十二章 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
第十三章 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第十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模拟试题(一)模拟试题(二)第三篇　中国近现代史第一章 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第二
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第四章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第五章 中
国革命的新道路第六章 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七章 为新中国而奋斗第八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
的确立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第十章 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模拟试题(一)模拟
试题(二)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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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矛盾的斗争性的作用：第一，矛盾双方的斗争促进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为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
；第二，矛盾双方的斗争，是一种矛盾统一体向另一种矛盾统一体过渡的决定力量。
　　（3）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存在
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矛盾的特殊性有三种情形：一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二是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
程和发展阶段各有其特点；三是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
和作用。
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不仅要区分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还要区分同一矛盾群中的根本矛盾与非根
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同一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
。
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
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正确理解矛盾学说的关键。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
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掌握这一原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关系　　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用数量关系表示的规定性。
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
度这一哲学范畴启示我们，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的两种基本形式。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次序的变动，是保持事物质的相对稳定性的不显著变化，它看问题。
两者对立分歧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矛盾的存在，以及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动
力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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