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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考点|成语俗语中的马哲原理辨析

◆量体裁衣 / 因材施教 / 因地制宜

【哲学原理】

体现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经典例题】

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最经常、最普遍地威胁公众安全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灾害之一。同时火灾发生

的类型也有很多，因此，针对不同火灾类型，消防员往往需要采取不同手段进行扑灭。这告诉我们（ ）。

A.想问题、办事情要学会抓住主要矛盾

B.外因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C.只要打破常规，有创新精神，就能成功地改造世界

D.做任何事情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答案】D。解析：D 项正确，针对不同火灾类型，消防员采取不同手段进行扑灭，体现矛盾具有

特殊性，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A 项题干无从体现，B、C项说法错误。故

本题选 D。

◆未雨绸缪 / 居安思危

【哲学原理】

体现原因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任何事物都处在因果联系之中，要求我们自觉树立因果观念，增强活

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

【经典例题】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思想，充满着朴素的辩证法智慧。下列体现的哲学

思想与这句话相同的是（ ）。

A.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 B.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C.贾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D.富贵而恣意弄权，乃自取灭亡之道

【答案】C。解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体现的是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哲理。C 项正确，“贾

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是指商人在干旱的时候购买船只、在发生洪涝时购买车辆，等待有需要的时候

再卖出，表现了商人们未雨绸缪的智慧，与题干体现的哲理相同。故本题选 C。

◆唇亡齿寒 /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哲学原理】

体现联系具有普遍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

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着的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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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例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的发言中指出：“‘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

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历程一再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

我们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主要体现的哲学原理是（ ）。

A.质量互变原理 B.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原理

C.否定之否定规律 D.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

【答案】D。解析：由“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协调合作是

我们的必然选择”可知，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主要体现了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事物或

现象都同其他事物或现象相互联系着，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故本题选 D。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哲学原理】

体现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受客观条件制约。

【经典例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哲学寓意是（ ）。

A.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

B.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

C.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尊重客观条件

D.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答案】BC。解析：物质决定意识，主观愿望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定的物质条件，做饭意图的实现必

须以米等物质的存在为前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客观事物的存在为前提，即要做到坚持物质决

定论和意识能动论相统一。故本题选 BC。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哲学原理】

体现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两点论、两分法。

【经典例题】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做到零发生，但是我们要坚持零容忍，哪怕是 1%的问题，

也要尽 100%的努力去解决。坚持“产出来”和“管出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主要体现的哲学道

理是（ ）。

A.想问题、办事情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

B.矛盾的对立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

C.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是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D.要抓住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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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解析：A 项正确，“坚持‘产出来’和‘管出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体现了想问

题、办事情要坚持两分法、两点论。B项说法错误，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矛盾的

对立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C、D项题干无从体现。故本题选 A。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哲学原理】

体现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是运动的主体，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

【经典例题】

当今社会，很多人感慨：小时候我们憧憬城市，长大后我们怀念乡村。殊不知，城市并不是我们憧

憬的城市，乡村已经不是记忆中的乡村。这表明（ ）。

A.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B.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是能够相互转化的

C.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D.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要用发展观点看问题

【答案】D。解析：D 项正确，“城市并不是我们憧憬的城市，乡村已经不是记忆中的乡村”体现

了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A、B项与题干无关；C 项说法错误，客观实在性是

物质的唯一特性，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故本题选 D。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哲学原理】

体现质量互变规律，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经典例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养成勤正衣冠的习惯能有效避免“积

羽沉舟，群轻折轴”。以下论断与其所蕴涵的哲理一致的是（ ）。

A.自高必危，自满必溢 B.堤溃蚁穴，气泄针芒

C.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D.从善如流，从恶如崩

【答案】B。解析：“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比喻小小的坏事积累起来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体现

了哲学原理中的质量互变规律。B项“堤溃蚁穴，气泄针芒”与其蕴涵的哲理一致。故本题选 B。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至长反短，至短反长 / 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哲学原理】

体现矛盾的原理，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经典例题】

俄国杰出的生理学家巴浦洛夫有一句名言，实验上的失败可能成为发现的开端。之所以失败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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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发现的开端，是因为（ ）。

A.成功是否变得失败是个别的 B.成功和失败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C.真理和谬误没有原则的界限 D.意识的能动性可以超越人们实践水平的限制

【答案】B。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运动充满着矛盾，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并在一定

条件下相互转化。之所以失败的实验可能成为发现的开端，是因为成功和失败是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B 项正确。C 项说法错误，真理和谬误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的，二者有原

则性的界限。D项说法错误，意识的能动性受客观规律的制约。故本题选 B。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 /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

【哲学原理】

体现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经典例题】

古诗云：“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从哲学角度

看，这主要告诉我们（ ）。

A.意识决定意志 B.联系是普遍的

C.矛盾是对立统一的 D.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答案】D。解析：D 项正确，题干这首诗强调做学问要在实践中去求证才能印象深刻，体现了实

践是认识的来源。A项说法错误，B、C 项题干无从体现。故本题选 D。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哲学原理】

体现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经典例题】

“树不修不直，人不教不才”“遇良医得生，遇庸医致死”。这说明（ ）。

A.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B.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C.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

D.外因不一定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答案】C。解析：C 项正确，“树不修不直，人不教不才”是指教育可以塑造人、培养人，与“遇

良医得生，遇庸医致死”均说明外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A、B、D三项说法均错误，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

作用。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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