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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年形势与政策中的国内外热点问题。
国内部分主要有：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政协成立60周年；纪
念建国60周年；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七届四中全会；六个为什么。
涉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青年人生观、统一战线、中国革命胜利原因及历史经验、伟大意义、经济
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政治民主、法治精神、爱国主义等相关学科的
知识点。
国际部分主要有：国际金融危机及对策(三次G20峰会)、气候峰会、核不扩散与核裁军峰会、64届联大
一般辩论会、中美关系、中国与东盟一体化。
主要涉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大国关系、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南北关系、区域经
济一体化、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等问题。
上述所有热点问题均在本书中全面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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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卫明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政治学与行政学系主任。
多次荣获教育部，陕西省教委的教学优秀奖。
多年来在全国十几个大中城市辅导考研政治，授课全面细致，点评世经风云，一针见血，评述毛概，
鞭辟入里，高屋建瓴，大家风范。
多年在冲刺班中任教，短短3小时将毛概考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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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重点1　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认识规律及规律的方法论意义重点2　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论说明真理的属
性以及真理与谬误的关系重点3　运用唯物史观相关原理分析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的关系重点4　关于
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重点5　关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历程重点6　关于无产阶级专
政和社会主义民主重点7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重点8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走中
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重点9　统筹区域发展重点10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重点11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重点12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点13　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与党的建
设重点14　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及其历史经验重点15　农民问题与土地政策重点16　中国革命的胜
利原因、基本经验与伟大意义重点17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重点18　对毛泽东与毛泽
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评价重点19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以及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重大意义重点20　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新时期爱国主义的特征、时代价值与践行重点21　人生价
值的评价与实现重点22　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重点23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重点24　国际金融危机与
国际经济关系重点25　政治多极化与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重点26　总体国际形势与地区热点
问题重点27　南北关系与国际新秩序重点28　中国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理念与
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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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对世界、社会及人的本质的认识　　（1）唯物辩证法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任何事物都具有现象和本质两层规定性。
所以对事物的认识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种形式。
对事物现象、外部联系的感性认以是必要的，但是要正确认识事物更要上升到关于事物的本质、内部
联系的理性认识，也就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2）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
一切事物、现象的共同本质和本原是物质，意识或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也就是说世界的真正统
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而物质又以运动的方式存在于时间与空间，所以，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告诉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
　　（3）社会的本质足实践的。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相互交往、共同生活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
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基本领域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实践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的实践本质告
诉我们社会发展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过程，所以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依靠千百万
人的社会实_践活动。
　　（4）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社会历史。
人的本质首先是劳动，劳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使人作为&ldquo;类&rdquo;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
别，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本质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人的社会属性，它是变化、发展的
。
人的社会本质告诉我们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要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一定
群体和个人的本质和作用。
　　2.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1）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其含义有三：　　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来源。
认识既不是&ldquo;生而知之&rdquo;、主观自生的，也不足直接来源于客体的，而是通过主体能动地
改造客体的实践活动获得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ldquo;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
独是自然界本身。
&rdquo;②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
认识是对客体的反映或摹写，即认识是以客体为原型的，认识一定含有反映或摹写客体的内容。
　　③认识对客体的反映是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包括&hellip;定的选择性、重构性，而不是简
单的、直接的摹巧。
总之，在认识活动中反映和创造密不可分.反映是有选择有重构的反映，即在创造性过程中实现的；创
造是在反映基础上的有根据的创造，是受反映对象的客观本性制约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认识本质的规定与理解，同唯心主义观点、不可知论观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
划清了界限。
　　（2）认识运动发展的总规律其内容如下：&ldquo;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
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rdquo;　　上述原理说明：①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两次质变、两
次飞跃，其中第二次飞跃意义更重大。
其飞跃条件勰有正确理论指导，理论要联系实际。
②认识的过程是循环往复、不断断前进以至无穷的，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
③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④上述理论和群众路线是一致的，证明群众路线是正确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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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认识规律及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1）认识规律的基本方法　　①通过偶然认识必然。
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确定不移的趋势，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的。
偶然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确定的趋势，是由事物的非根本矛盾和外部条件引起的。
所以说，认识规律应该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把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
　　②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
任何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层面。
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人通过感性认以把握事物的现象；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
性质，人只有通过理性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那么，认识事物发展中作为本质联系的规律，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
的认识过程，也就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③掌握因果律。
原因和结果的联系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
因果联系是客观的、辩证的，同时又是复杂多样的。
　　①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具有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结的两种属性，即同一性与斗争性；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又是有特殊
性的。
所　　②质量互变规律。
事物都有质和量的规定性，又有&ldquo;度&rdquo;即保持自正质的数量限度。
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质变与量变两种状态，两者区分的根本标志是&ldquo;度&rdquo;。
在认识上，只有把握了事物的度，注意决定质的数量限度，才能准确地认识事物的质；在实践中，只
有把握了事物的度，才能提出指导实践活动的正确准则，坚持适度原则。
　　③否定之否定规律。
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
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往复的前进过程，呈现出波良式前
进或螺旋式上升的总趋势。
把握否定之否定规律，坚持事物的发震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统一的原理，我们就要从实际出出发，具体
地分析事物发展的过程，既要看到光明的前途又要有走曲折道路、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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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0考研政治重点剖析28题》赠80元&ldquo;点题班&rdquo;听课卡及绝密珍藏大题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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