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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必三

政
治
统编版

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第八课  把握辩证分合

第一框  辩证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征



1．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先立后破”就是先确立目标与蓝图，创造新的制度与机制，不
断发展壮大，最后打破旧的制度与机制。这一观点（    ）
①坚持了辩证的否定观②体现发展具有曲折性
③重点是稳住事物的量④运用了辩证思维方法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B



2．“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代诗人孟浩然
的《宿建德江》短短二十字，将独立的自然物精巧地组合在一起，恰切逼真地
描写出天和树、人和月的关系，刻画了一段美丽的秋江暮色，以景托景，抒发
了诗人弥漫于心却又说不清道不明的羁旅客愁。该诗句(   )
①将独立的自然物巧妙组合，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②通过描绘秋江暮色表达诗人的羁旅之思，体现了思维表达的情感性
③在对立统一中把握秋江暮色的内在联系，抒发客居异乡的离愁别绪
④通过抽象思维形成了对天和树、人和月等事物表达的严谨性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C



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同胞有共同的血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更
重要的是我们对民族有共同的责任、对未来有共同的期盼。我们要从中华民族
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来把握两岸关系大局。从辩证思维角度看，总书记的讲话
坚持了（   ）
①动态性，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②层次性，体现独立性和静态性的统一
③整体性，从整体角度思考解决问题
④实践性，强调让历史检验现在的做法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B



4．“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在《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中，将难以言状、千
丝万缕的深深寂寞、万般无奈、无以排遣的离愁表达了出来。这首词（   ）
①通过比喻、象征等手法，运用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
②利用因果逻辑和归纳推理，展示情感的深度和复杂性
③遵循整体性原则，通过构建萧瑟情境来烘托孤独心境
④通过运用类比推理增强读者对离愁情绪的理解与感受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B



5．202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整体呈现恢复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产业升级厚
积薄发。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应把握扩大内需和
提振信心两大关键着力点,将宏观调控和深化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形成推动经济内
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合力。这一认识过程（   ）
①说明整体性是辩证思维的实质和核心
②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状况
③彰显了辩证思维是在对立中把握事物
④运用动态性的辩证思维预测未来发展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C



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
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
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这一重要论述
充满了辩证思维，为开展好调查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
辩证思维调查研究要（   ）
①把牢目标，注重唯物与辩证的有机统一
②把准导向，统筹当下和长远的有机统一
③把握时势，坚持全局与一时的有机统一
④把握全面，坚守两点和均衡的有机统一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A



7．下列成语全部蕴含辩证思维的是（   ）
A．高瞻远瞩、守株待兔、藏器待时
B．刻舟求剑、吐故纳新、水火不容
C．声东击西、唇亡齿寒、计日程功
D．浅尝辄止、刚柔相济、龙吟虎啸

C



8．2023年11月，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公布中华老字号复核结果的通知
》，将包括北京雪花、天津稻香村、重庆冠生园等在内的55个品牌移出中华老
字号名录，这些被除名的品牌中，有的固守高糖高油的传统配方，无法适应健
康的饮食需求；有的只着眼货品，却无视服务，降低了消费体验；有的缺乏法
律意识，面对李逵李鬼之争，无法保护自己的核心权益……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
①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品牌的优胜劣汰
②中华老字号企业要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固守品牌的原有价值
③国家规范市场秩序，打击不正当竞争，维护中华老字号企业合法权益
④对中华老字号实行“有进有出”的管理机制体现了辩证思维的动态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D



9．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序让人们看到了人工智能在知识问答、文本生成等方
面的“卓越能力”。不少人担心未来大量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而陷入“饭
碗”焦虑。有学生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序做作业、写论文，给教育带来重
大挑战。2023年3月1日，意大利政府数据保护局要求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
序涉嫌违反隐私规则展开调查，并禁止该程序在意大利使用，成为第一个叫停
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序的国家。对待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序我们应该（   ）
①着重看其长处，因为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②着重看其潜在风险，因事物性质主要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③用辩证思维方法应对，既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更不能因噎废食
④按促进人的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标准推动和规范人工智能机器人编译程序
发展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D



10.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洛阳文旅提质增效，加快提升城市品质，走好新文旅高质量
发展之路，洛阳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系统谋划，
整合优化各方资源，落实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坚持“文旅文创成支柱”，坚定“颠覆性
创意、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移动端传播”思维理念，以洛阳文旅出圈出彩打响“
城市旅游”品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建链育群，以文旅带消费、以生态促业态，
持续放大“文旅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以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为目标，提升城市旅游
新形象，加快从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各级各部门强化落实，注重统筹协调，压实
工作责任，形成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更好地把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
发展实效。
结合材料，分析洛阳市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是如何体现辩证思维的特征的。



10. 

①整体性是辨证思维的重要特征，要求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能够科学地处理整体与部
分之间的关系。
②洛阳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系统谋划，整合优化各方资源，助力文旅高质量发
展，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体角度去解决问题。
③动态性是辩证思维的又一重要特征，要求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用矛盾运动的观
点看问题。
④洛阳市以文旅带消费、以生态促业态，推动全域旅游发展，提升城市旅游新形象，坚
持用动态性的辩证思维看问题。
⑤辩证思维用实践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在实践中检验认识。
⑥洛阳市强化措施落实，压实工作责任，求真务实，实践证明，洛阳市推动文旅高质量
发展的相关措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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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统编版

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第八课  把握辩证分合

第二框  分析与综合及其辩证关系
征



1．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
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只有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
才能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以
上表述体现了（   ）
①要整体性地认识事物、思考问题
②必须用动态性的辩证思维看问题
③分析以综合为基础，又以综合的结果为指导
④分析与综合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A



2．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
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是培养壮大能够持续创造和
熟练操作新型劳动工具、拓展和创造新型劳动对象、使用和维护新型基础设施
的高素质新型劳动者队伍。对此，下列理解正确的是（    ）
①运用分析方法认识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要素
②在综合的基础上分析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③分析与综合的对立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力
④运用综合思维统筹新质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联系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B



3．我们通常会将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分解为多个因素加以研究，如分为市场需
求、供给、价格、竞争等，然后分别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研究，以找到影响经
济的关键因素和规律。这一思维方法（    ）
①注意力集中在点上，力图把具体的点认识透彻
②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上
③要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
④建立在综合的基础上，推动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A



4．将来哪个城市最适合老年人生活?《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城市能力指数
报告(2023)》第一次对我国城市的养老能力做了系统性的定量研究。报告一共
确定了53个指标，对国内的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做了评价。
※从综合能力上看，最领先的城市有北京、青岛、上海、成都、烟台、重庆等
一共有60个城市在综合指标上领先※从分指标看，青岛等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
领先；北京等城市的财富储备领先苏州等城市在服务体系完善度上领先……
以上研究（   ）
①运用分析方法，把对城市养老能力问题在具体的“点”上认识透彻
②证明分析作为先导，指导人们形成对城市养老能力问题的综合认识
③验证了只要运用分析方法，就能形成对城市养老能力规律性的认识
④在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城市养老能力问题的综合评价做准备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B



5．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是具有高科技、高效能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
态。新质生产力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是科技创新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
代表生产力演化中的一种能级跃迁。以下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解读正确的是
（   ）
①通过划分的方法确定其外延
②通过下定义的方法确定其内涵
③通过矛盾分析法明确其个性
④通过功能分析明确其所处阶段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C



6．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
不要搞一种模式。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
①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②要深刻把握矛盾的对立统一，朝着斗争性转化以发展新质生产力
③要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各地情况发展新质生产力
④坚持分析与综合结合的方法，立足局部推动整体发展新质生产力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C



7．下列对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之间的联系认识正确的是（   ）
①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②分析是从事物整体走向部分的认识，综合是从事物部分走向整体的认识
③分析为综合作准备，而综合的结果又指导人们继续对事物进行新的分析
④综合是分析的基础，分析是综合的先导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①④

C



8．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包
括跨行政区的流域保护，都涉及地方协同立法。但是，区域内协同立法既包含
省（自治区）一级，也包括设区的市一级，立法碎片化问题严重，很难满足跨
行政区域对生态进行保护的需求。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开展地方协同立
法实践，指导云南、贵州和四川三省就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区域协同
立法和联合执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开展协同立法（   ）
①体现出用综合的思维方法来认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②以兼顾不同地方利益来推动实现流域环境保护整体利益
③通过运用系统优化方法实现流域环境保护最优目标
④通过流域内不同地方执法的不断积累实现生态环境质变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A



9．2023年9月7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
会时指出，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坚持锻长
板、补短板相结合，坚持加大支持力度和激发内生动力相结合，努力走出一条
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这蕴含的
辩证思维智慧是（   ）
①把握事物发展的整体性        ②运用动态思维看待问题
③以分析作为综合的先导        ④将注意力集中在“点”上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A



10．2024年3月27日，习近平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国发展
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一是有实力。中国经济2023年同比增长
5.2%，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0%，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绿色
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二是有潜力。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这些优势让中国
经济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三是有动力。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将持续为中
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源。实力、潜力、动力，构成了中国稳健前行的基石、底气、源泉。
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有这个底气和信心。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论述得
出这一结论的科学性。



10．
①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先导。要在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整体，在综合
得到的整体中指导分析。
②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定量分析，得出中国发展底气、信心足，对世界经济的贡
献不断扩大；根据定性分析和功能分析，得出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内生动力强劲，
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③在分析中国的实力、潜力、动力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把握，得出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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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 运用辩证思维方法

第九课  理解质量互变

第一框  认识质量互变规律
征



1．读懂我国经济大势，既要看短期之“形”，更要看长期之“势”；既要看增
长之“量”，更要看发展之“质”。今天，透过这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看2023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我们不仅感受到分量足、质量优，也更加真切
体会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这
一论断体现了（   ）
①要在飞跃性与间断性中认识事物的渐进性和连续性
②辩证思维以事物未来为着眼点，实现了对事物的整体认知
③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先导
④辩证思维着眼事物的不同层次，反映了事物联系的多样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D



2．《尔雅翼》中记载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
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人们将喜爱的、崇拜的、畏惧的动物杂
糅为一体，创造了我们现在熟悉的中国龙。历史长河中，龙的形象升华改造，
连续中创新，创新中连续，逐渐变成我们熟悉的样子。由此可见（   ）
①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连续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②意识具有能动性，龙的形象是人们发挥想象的结果
③形象思维运用联想、想象和推理来反映认识对象
④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D



3．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国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从神舟一号飞入太空，到神舟十八号发射成功，一步一个脚印，载人航天不断
创造新辉煌，见证我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奋进足迹。这启示我们（    ）
①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②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是间断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③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飞跃性比间断性更为重要
④坚定理想信念，积极地创造条件促成事物的质变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B



4．读懂我国经济大势，既要看短期之“形”，更要看长期之“势”；既要看增
长之“量”，更要看发展之“质”。今天，透过这些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看2023年中国经济“成绩单”，我们不仅感受到分量足、质量优，也更加真切
体会到，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这
一论断体现了（   ）
①要在飞跃性与间断性中认识事物的渐进性和连续性
②辩证思维以事物未来为着眼点，实现了对事物的整体认知
③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先导
④辩证思维着眼事物的不同层次，反映了事物联系的多样性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D



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需要建构核心的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一方面，
对中华文明史加以现代编码和阐述，推进知识创新、话语创新和方法创新，使
之成为独具魅力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运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经验，将
中华文明史上的知识体系和文化观念转化为当代社会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回
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该表述（    ）
A．体现了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合 B．在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事物的整体
C．准确把握事物发展中的质量互变 D．注意力仅集中在问题的“点”上

A



6．马克思曾提出俄国等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向更高级的社
会发展阶段，被称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新民主革命后，通过社会主义
革命，我国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验证了这一设想的
现实可能性。这一设想（   ）
①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因而是科学的
②丰富和完善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
③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④坚持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发展道路多样性的统一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C



7．“商业航天”是指以市场为主导、具有商业盈利模式的航天活动。2023年7

月，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枚液氧甲烷火箭成功发射，标志
着我国运载火箭在新型低成本液体推进剂应用方面取得突破，走过了从“0”到
“1”的“拓荒”阶段，进入拼硬实力的成长阶段。对此，下列选项正确的是
（   ）
①“商业航天”与“航天”两个概念是属种关系
②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渐进性与飞跃性
③我国商业航天的发展应以航天“国家队”为主，坚持底线思维
④不论是国有航天，还是民营航天，都是航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C



8．2022年12月起，山东省实施“齐鲁乡村振兴样板高质量评议”，对县镇村
各自的功能定位科学把握，把县的优势、镇的特点、村的资源更好地统筹起来，
实现县、镇、村三级联动发展。这一工作思路(    )
①避免了事物发展过程的曲折性和反复性
②正确认识和处理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③实现事物发展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统一
④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科学思维方法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C



9．新质生产力有别于传统生产力，是生产力的跃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既
要破除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新技术的发展提
供法律保障。这是因为（   ）
A．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间断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B．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意义生产力的彻底否定
C．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道路是前进的、上升的
D．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利于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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