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事物的普遍联系
B 、 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C 、 事物的发展动力是内部矛盾
D 、 事物的发展经量变过渡到质变

A 、 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决定作用
B 、 夸大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C 、 否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D 、 夸大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

A 、 个人积极性的充分调动
B 、 集体智慧的充分发挥
C 、 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D 、 对错误思想的彻底克服

A 、 矛盾的同一性
B 、 矛盾的斗争性
C 、 矛盾的普遍性
D 、 矛盾的特殊性

A 、 事物的前进上升运动
B 、 事物数量的增加和减少
C 、 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D 、 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全真机考、在线考试、每日一练、评估报告，专业全面的题库，尽在 233网校题库！http://wx.233.com/tiku

一、选择题：一、选择题：1～～40小题。每小题小题。每小题2分，共分，共8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的。

1、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 ）

2、 在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上，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是（ ）

3、 正确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客观前提是（ ）

4、 实际工作中的“一刀切”的工作方法是由于忽视了（ ）

5、 发展的实质是（ ）

答案： C

解析：【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对立的观点。

【应试指导】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其对立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唯心主义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应试指导】物质和意识关系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心主义的根本错误是否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正确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客观前提。

【应试指导】要正确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必须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前提。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矛盾的特殊性。

【应试指导】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一刀切”就是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

◆◆

答案：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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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一切客观事物
B 、 自然界
C 、 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对象
D 、 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A 、 阶级调和的机关
B 、 为全民服务的机关
C 、 正义、公正的社会组织
D 、 统治阶级进行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

A 、 脑力劳动者
B 、 统治阶级
C 、 体力劳动者
D 、 劳动阶级

A 、 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辩证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表现
B 、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辩证发展规律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C 、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由上层建筑决定的
D 、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相互决定的

A 、 各阶级争夺统治地位
B 、 各阶级的经济利益对立
C 、 各阶级的政治见解分歧
D 、 各阶级都存在严重派性

6、 认识客体是指（ ）

7、 国家的实质是（ ）

8、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主体是（ ）

9、 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先于它的经济基础而产生，这一事实说明（ ）

10、 阶级斗争的根源是（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发展的实质。

【应试指导】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是指丧失了存在的必要性，日趋灭亡的事物。发展的实质是

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认识客体的含义。

【应试指导】认识客体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那一部分客观存在：客体有两个主要特征：客观实在性和对象性。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国家的实质。

【应试指导】国家的本质属于政治范畴，它是阶级统治和压迫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人民群众的主体。

【应试指导】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不仅占人民群众的绝大多数，而且是决定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主要组戍部

分，又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发展的规律。

【应试指导】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根本上是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它是先于经济基础而产生的，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辩证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特

殊表现。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阶级斗争的根源。

【应试指导】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尽管一定阶级产生之后，会在政治、思想、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但是，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利益

的对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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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满足个人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需要
B 、 实现不受社会约束的自由选择
C 、 摆脱社会的限制使人自身成为目的
D 、 满足社会和自身多方面的需要

A 、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B 、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C 、 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
D 、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

A 、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B 、 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C 、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D 、 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A 、 争取农民
B 、 争取资产阶级
C 、 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领导
D 、 独立自主

A 、 既联合，又斗争
B 、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C 、 “一切联合，否认斗争”
D 、 “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11、 从个人和社会统一的观点出发，人的自我价值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 ）

1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 ）

13、 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诸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是（ ）

14、 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基本保证．主要表现为（ ）

15、 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的根本策略方针是（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应试指导】人的价值是贡献和满足的统一，但主要在于贡献。从个人和社会统一的观点出发，人的自我价值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满足社会和自身多

方面的需要。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应试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战线，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党

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工程。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近代中国的最主要矛盾。

【应试指导】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

华民族的矛盾。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特点。

【应试指导】革命统一战线中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最突出、最集中、最根本的是领导权问题。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必

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根本策略方针。

【应试指导】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实质上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政

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关联中曲折发展起来的。

◆◆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A 、 减租减息
B 、 没收地主土地
C 、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
D 、 取消富农经济

A 、 1840年鸦片战争
B 、 1911年辛亥革命
C 、 1919年五四运动
D 、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A 、 《论人民民主专政》
B 、 《论联合政府》
C 、 《新民主主义论》
D 、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A 、 没收富农的土地财产
B 、 消灭富农
C 、 保存富农经济
D 、 限制富农

A 、 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B 、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C 、 继续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D 、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A 、 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B 、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6、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是（ ）

17、 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于（ ）

18、 标志着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的著作是（ ）

19、 建国初期，党在土地改革中对富农的政策是（ ）

20、 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 ）

21、 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表述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

【应试指导】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便使广大农民减轻负担，提高他们抗日和生产的积

极性。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开端。

【应试指导】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的标志。

【应试指导】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发表标志着一个完备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理论的成

熟。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建国初期党的土地改革政策。

【应试指导】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和基本方针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

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面临的主要任务。

【应试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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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知识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D 、 知识分子不属于工人阶级

A 、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
B 、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思想
C 、 把本民族文化和外国文化有机结合起来的思想
D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

A 、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 、 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生活比较富裕
C 、 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D 、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基本协调发展

A 、 党的领导
B 、 人民民主专政
C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D 、 改革开放

A 、 中共十二大
B 、 中共十三大
C 、 中共十四大
D 、 中共十五大

A 、 发展
B 、 创新
C 、 改革
D 、 稳定

22、 在1956年到1966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提出（ ）

23、 根据“三步走”发展战略，我国到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是（ ）

24、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坚持（ ）

25、 中国共产党明确规定并写进党章，以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在（ ）

26、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周恩来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表述。

【应试指导】周恩来在1956年初代表中共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在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上提出的思想。

【应试指导】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育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提出了社会主义要有两

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教育思想。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我国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

【应试指导】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我国到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应试指导】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在于坚持党的领导。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共确定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所召开的会议。

【应试指导】邓小平理论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有一个过程，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命题，十三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将

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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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全球化成为时代潮流
B 、 新技术革命浪潮迅猛兴起
C 、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D 、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

A 、 有法可依
B 、 有法必依
C 、 执法必严
D 、 违法必究

A 、 经济的竞争
B 、 人才的竞争
C 、 军事的竞争
D 、 文化的竞争

A 、 工业现代化
B 、 农业现代化
C 、 科学技术现代化
D 、 国防现代化

A 、 实行真正的不结盟
B 、 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为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C 、 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别人打自己的牌
D 、 对国际问题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

27、 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是（ ）

28、 实施依法治国的核心是（ ）

29、 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科技的竞争，归根到底是（ ）

30、 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 ）

31、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是（ ）

32、 当前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途径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应试指导】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邓小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代背景。

【应试指导】中共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实施依法治国的核心。

【应试指导】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总方针中，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核心，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保证。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国家竞争的根本原因。

【应试指导】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科技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 

【应试指导】“四个现代化”是指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应试指导】2003年6月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指出：“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国对外工作的首要任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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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实行有效裁军和军控
B 、 发挥联合国的维和作用
C 、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D 、 加强国际干预

A 、 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
B 、 党委制
C 、 民主集中制
D 、 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

A 、 加强党的建设
B 、 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
C 、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D 、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A 、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B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C 、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D 、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

33、 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 ）

34、 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 ）

35、 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是（ ）

二、辨析题：二、辨析题：41～～42小题，每小题小题，每小题10分，共分，共20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分。首先判断正确或错误，然后说明理由。

36、错误的认识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错误。
(1)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无论正确的认识还是错误的认识，都不是主观自生的。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2）错误认识之所以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因为为人对世界的反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充满曲折性的。人的认识产生
错误，既有客观条件，又有主观条件，既有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又有认识根源，所以人的认识错误是难免的。
(3)错误认识之所以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因为人正是在不断总结认识，纠正认识中的错误，才使人的认识不断前进。所以，人
的认识的发展不是一条直线，而是螺旋式上升的。

37、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正确。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的基本性质决定的。在我国，虽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相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矛盾的这种
基本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可以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推动其
自身的进步与完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三、简答题：三、简答题：43～～45小题，每小题小题，每小题10分，共分，共30分。分。

38、简述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它的历史形态、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它的基本形式。

(1)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古代朴素唯物
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世界的本原是精神，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
义。

39、 党如何才能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途径。

【应试指导】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途径。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应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应试指导】2000年5月。江泽民在上海召开的党建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应试指导】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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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基本
保证。党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应做到：
(1)坚持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领导他们坚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军队，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
根据地。
(2)必须对中间阶级坚持政治引导原则。加强对同盟者的政治教育。
(3)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合作，其总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要团结。

40、 简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辩证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始终代表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和前提。
(2)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智力支持和政
治保证。
(3)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目的和归宿。
(4)三者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程中。
四、论述题：四、论述题：46小题。小题。20分。分。

41、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的。
(2)改革是动力。通过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进行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经
济和社会发展开辟道路。改革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解决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而且还为我
国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良好的基础。
(3)发展是目的。我们的一切工作最终都是为了
求得经济和社会更好更快的发展。发展为改
革创造物质基础，从而支持了改革。
(4)稳定是前提。稳定是改革和发展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5)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
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党中央提出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
方针，
是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只要我们正确执行这个方针，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党的基本路线
就能得到坚持和贯彻，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人民就能富裕幸福。


	2018年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考试《政治》（专升本）全真模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