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公众号“考研云分享” 官网：kaoyany.top 

接下来用最短的时间帮大家把分析题的核心考点做梳理，因为肖八的目的

是查漏补缺，押题的作用比较小，所以分析题核心考点不会做非常详细的背

诵版本，只做考点要点梳理，希望大家在浏览要点梳理的时候，如果发现有

遗忘的知识点，赶快回顾，说明我的梳理作用也达到了，大家加油啊！  

 

温馨提示：下面的页码（Pxx）指肖秀荣精讲精练页码 

 

 

肖八分析题马原部分  

 

一、第一套-马原 

 

1、从认识论角度说明，为什么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答案：P35 

①在认识的辩证运动中，我们既要注重理性因素的作用，也要注重非理性因

素的作用。 

②非理性因素的含义 

③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拓展回顾：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以及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

回顾一下 

 

2、为什么“大胆猜测”必须经过严谨的科学实验才最终得以成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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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P32+P39 

①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②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四个方面：自己想  

③实践的特点（P39）（自己把真理的本性也进行拓展） 

 

二、第二套-马原 

 

1、山火与森林“既相克，也相生”体现了什么辩证法原理？  

 

考查：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P18） 

①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概念 

②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含义 

③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重要考点，也是大家忽略的

考点） 

拓展：自己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和第 5 点方法论意义回顾一下 

 

2、“顺其自然（燃）”的山火管控理念对我们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什么

启示？ 

 

考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P13） 

①自然界有其自身客观规律，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要遵循自然规律。  

②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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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 

④结合材料 xxx，体现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三、第三套-马原 

 

1、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为什么“注意力不等于事实”？  

 

考查：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P34） 

①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含义 

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联系 

③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是相对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

实践。 

拓展：这个题目和第 1 套的第 1 问放到一起，整体考查：从实践到认识的

的四个要点，如果考你从认识到实践，你是否 ok 呢？ 

 

2、结合认识论原理，谈一谈应该如何避免“注意力陷阱”。  

 

考查：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 

①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P35） 

②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P36） 

 

四、第四套-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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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 1 中提到的“变则通”的思想体现了哪些辩证法原理？  

 

考查：辩证否定观的基本内容（P21） 

①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②辩证否定观的基本内容：四点 

拓展：自己把辩证否定观的方法论意义+否定之否定规律及其意义回顾。 

 

2、从辩证法的角度，如何理解材料 2 中“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

多数’相统一”的做法？ 

 

考查：矛盾的特殊性（P19） 

①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 

②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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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第③点） 

拓展：回顾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五、第五套-马原 

 

1、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说明为什么要“以人民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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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P61）（2018 年第 3 题） 

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③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2、结合材料 3，说明为什么“人民是阅卷人”？ 

 

考查：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P4） 

①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其中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②马克思主义政党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切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拓展：把这五个特征都回顾一下 

 

六、第六套-马原 

 

1、如何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改革发

展、同向发力、相得益彰”？ 

 

考查：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P56） 

①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

步的最终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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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

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③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

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拓展：回顾社会主义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说明为什么要修改宪法？  

 

考查：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P52）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二者的矛盾运动  

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构成了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

况的规律 

 

七、第七套-马原 

 

1、为什么一个错误的工具可以带来一个伟大的发明？  

 

考查：真理与谬误的对立统一关系（P38） 

①真理和谬误决定于认识的内容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因此真理和

谬误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认识，它们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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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真理与谬误的队里又是相对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③真理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 

 

2、当我们在实践活动中遇到错误或失败时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  

 

答案：在实践活动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失败和错误是难免的，我们

应该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化失败为成功。结合材料 xxx。 

 

八、第八套-马原 

 

1、如何理解“很多科学理论被称为真理，不是在科学家创立这些理论的时

候，而是在这一理论不断被实践所证实的时候”？  

2、结合材料说明逻辑证明与真理检验的实践标准的关系。  

 

考查：真理的检验标准（P39） 

①实践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②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逻辑证明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拓展：回顾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