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 一元论和二元论
B 、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C 、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D 、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哲学派别

A 、 机械唯物主义
B 、 庸俗唯物主义
C 、 朴素唯物主义
D 、 辩证唯物主义

A 、 质量互变规律
B 、 对立统一规律
C 、 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
D 、 否定之否定的观点

A 、 外部因素对事物的作用
B 、 无保留抛弃的过程
C 、 事物自身的转化
D 、 事物的消亡

A 、 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
B 、 认识对象的主要方面
C 、 事物的主要构成部分
D 、 人的主观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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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是（ ）

2、 唯物主义的古代形态是（ ）

3、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 ）

4、 辩证否定观认为，否定是（ ）

5、 认识主体是指（ ）

答案： B

解析：【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哲学的基本派别。

【应试指导】按照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全部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派别。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唯物主义的形态。

【应试指导】唯物主义根据具体的形态可划分为古代的的朴素唯物主义、近代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应试指导】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是宇宙的根本规律。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辩证的否定观所阐述的否定。

【应试指导】辩证的否定观认为，辩证的否定首先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是自己否定自己，并通过自我否定．实现“自

己运动”。自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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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只是对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
B 、 是不可靠的
C 、 没有客观依据
D 、 是人的感官自生的

A 、 普遍性和特殊性
B 、 同一性和斗争性
C 、 绝对性和相对性
D 、 对抗性和非对抗性

A 、 人民群众占人口的大多数
B 、 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
C 、 人民群众具有先进的思想
D 、 人民群众通晓历史的发展规律

A 、 完全必然的
B 、 偶然的机遇
C 、 有的是必然的，有的是偶然的
D 、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

A 、 物质与意识之间的矛盾
B 、 实践与认识之问的矛盾
C 、 社会物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矛盾
D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6、 感性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它（ ）

7、 构成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 ）

8、 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

9、 杰出人物的产生是（ ）

10、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认识主体的含义。

【应试指导】认识主体是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承担者，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具体的人。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感性认识的局限性。

【应试指导】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它是对事物的各个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是不深刻的、片面的认识。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

【应试指导】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表现为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故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就是同一 性和斗争性。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根本原因。

【应试指导】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第二，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第三，人民

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杰出人物的产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统一的相关知识点。

【应试指导】杰出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必须用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的

观点来分析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应试指导】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之间的交互作

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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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程度
B 、 社会财富的分配是否合理
C 、 社会成员是否团结一致
D 、 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A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B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化来源
C 、 二者是相互对立的
D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物质条件

A 、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B 、 积极防御
C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D 、 战略进攻

A 、 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B 、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C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D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A 、 《将革命进行到底》
B 、 《论人民民主专政》
C 、 《共同纲领》
D 、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1、 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是（ ）

12、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关系是（ ）

13、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反映的战略战术思想是（ ）

14、 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农村新时期的是（ ）

15、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是在（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

【应试指导】社会进步的决定性是指社会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是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

展。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关系。

【应试指导】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来源包括：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华民族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为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化来源。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

【应试指导】敌强我弱和以弱胜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这也是人民战争坚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战术原则的重要体

现，“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正是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恰当运用。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城市领导农村的开端。

【应试指导】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提出了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任务和实现社会转变的理论和方针政

策，并明确指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毛泽东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

【应试指导】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共和国。”这是第一次正式地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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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八一南昌起义
B 、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C 、 广州起义
D 、 百色起义

A 、 《南京条约》的签订
B 、 《天津条约》的签订
C 、 《马关条约》的签订
D 、 《辛丑条约》的签订

A 、 知识分子
B 、 中国无产阶级
C 、 革命青年学生
D 、 民族资产阶级

A 、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B 、 有理、有利、有节
C 、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D 、 一切斗争，否认联合

A 、 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B 、 不断解决仍然存在的敌我矛盾，同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C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D 、 集中力量解决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

A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6、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中，最先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是（ ）

17、 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起点的是（ ）

18、 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 ）

19、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实践中，同顽固派作斗争的原则是（ ）

20、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 ）

21、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著作是（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国民革命失败后，最先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武装起义。

【应试指导】在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起义军失利后，毛东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农村

转移，实践了最先从城市转向村、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开始的标志。

【应试指导】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五四爱国运动中的领导阶级。

【应试指导】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从此，中国无产阶级开始领导中国的革命战

争。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同顽固派作斗争的原则。

【应试指导】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和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

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顽固派斗争有异于同投降派的斗争，必须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应试指导】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

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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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论十大关系》
C 、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D 、 《论人民民主专政》

A 、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
B 、 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
C 、 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的
D 、 1950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提出的

A 、 生产资料为社会占有
B 、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C 、 有计划地组织生产
D 、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A 、 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
B 、 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
C 、 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D 、 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

A 、 邓小平理论
B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C 、 科学发展观
D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A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B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C 、 发展是硬道理
D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2、 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毛泽东在（ ）

23、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 ）

2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 ）

25、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 ）

26、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

【应试指导】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

【应试指导】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优良作

风。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应试指导】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

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即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

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阶段。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应试指导】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

团结奋斗的共同理想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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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所有社会的性质
B 、 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C 、 股东的成分
D 、 管理者的身份

A 、 依法治国
B 、 改革开放
C 、 和平共处
D 、 以德治国

A 、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B 、 “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
C 、 纪律建设
D 、 教育科学文化建设

A 、 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
B 、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C 、 形成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
D 、 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A 、 中国政府承诺不以武力解决
B 、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C 、 台湾享有完全自治权
D 、 与美国等有关国家共同谈判解决

27、 判断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关键看股份制企业（ ）

28、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证明，我国的强国之路是（ ）

29、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

30、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 ）

31、我国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应试指导】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判断股份制企业性质的关键。

【应试指导】判断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关键是看控股权掌握在谁的手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我国的强国之路。

【应试指导】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科学地总结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其中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

◆◆

答案： A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

【应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应试指导】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提出：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适应，使

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

答案： B

解析：【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党和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应试指导】台湾的前途系于祖国的统一，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用于解决台湾问题，从而实现祖国

的完全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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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鼓励内地的汉族干部、知识分子等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B 、 建立联邦制下的民族共和国
C 、 民族区域自治
D 、 给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优惠的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

A 、 反对腐败
B 、 经济建设
C 、 政治体制改革
D 、 党的建设

A 、 当代世界的新变化
B 、 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
C 、 国情与党情的变化
D 、 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

A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B 、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C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D 、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32、 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 ）

33、 党的十五大指出，面向新世纪，全党要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这是指 （ ）

3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是（ ）

35、 贯穿中共十六大报告的一条主线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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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就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错误。
(1)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突破了把公有制经济仅仅理解
为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把公有制为主体理解为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误区，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拆掉了樊篱，拓宽了道路。随
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投资来源的多元化，企业组织多样化，由各种不同所有制共同组成形式的混合所
有制经济将越来越发展。
(2)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主要有：股份公司有制组成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等。这些企业中的国有成
分和集体成分，其资本和收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当然属于公有制经济，其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的，更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
大公有经济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随着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今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在整个
公有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

37、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错误。
(1)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官僚资本主义是凭借地
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中国反动和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2)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中国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主义。因此，不区别官僚资本主义
和民族资本主义，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应试指导】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扣各民族共同繁荣，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民族区域自治。

◆◆

答案： D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党的建设的相关知识点。

【应试指导】党的十五大指出，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

答案： B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应试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时代背景、历史背景、实践基础、现实依据四个方面。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

的科学总结，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

◆◆

答案： C

解析： 【考情点拨】本题考查了贯穿中共十六大报告的主线。

【应试指导】在中共十六大上，把“三个代表”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共十六大的灵魂，是贯穿报告的一条主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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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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这次飞跃的重要性和实现条件是什么?

(1)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它是把认识化为行动，理论指导实践，理论经受实践检验和发展的阶段。
(2)第二次飞跃较之第一次飞跃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第一，理性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实现认识的目的；第二，理性
认识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3)要使理性认识正确地回到实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必须把普遍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从实
际出发；第二，理论要发挥指导作用，必须掌握群众。

39、 简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及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

(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上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古代社会，真正意义
上的科学还未产生，当然也就谈不上它是不是生产力。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因为：①科
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②科学技术已全面渗透到生产力诸要素之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③科学技
术对现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主导作用和超前作用。
（2）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意义。①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
重大贡献；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理，要求我们切实认识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提高到战略
性地
位，认识“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③现代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要求我国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发挥科技
人员的作用，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应用于生产实践；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求我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和知识经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早日实现。

40、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为什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的独立自主权利，决不允许别国干涉。
(2)我国是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现代化建设不可能依靠别人，必须立足于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
(3)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可以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促使人们奋发努力。
(4)取得外援要付出代价，放弃自力更生，就会丧失独立自主的权利。
四、论述题：四、论述题：46小题。小题。20分。分。

41、运用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原理，阐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1)任何真理都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真理的绝对性是指任何真理都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的正确反映，都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每一个真理性认识的获得都是向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真理的相对
性是指任何真理在广度上都是对整个客观世界的某个部分、某个方面的正确反映；在深度上都是对客观世界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一定
层次近似正确的反映。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和深化。
(2)马克思主义正确反映了世界特别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经过长期实践证实了的科学真理，它具有绝对性，因此必须坚持把它
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对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仍然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它又具有相对性，因此
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
(3)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既坚持又发展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主义和否定
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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