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考通网校 官方微信公众号

（扫码听免费课程）

公考通网校

www.chinaexam.org

时政+马哲+范文赏析

http://www.chin


www.chinaexam.org

1

时政

十九大报告中四大新机构【考点清单】

1.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报告第六部分“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中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

设的统一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推进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报告还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

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2.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报告第九部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中提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设计和组织领导，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

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

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报告还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

3.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报告第十个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中提出：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强化统一领导、顶层设计、改革创新和重大项

目落实，深化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

力。完善国防动员体系，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4.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报告在第十三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中提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

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监察全覆盖。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

措施。报告还强调：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

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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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识积累：马克思主义哲学──物质与意识

一、物质和意识

1.物质

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是对一切可感知事物的共同本质的抽象。

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客观实在性。

2.意识

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意识是对客观存在近似的，能动的反映，任何意识都是客观存

在在人脑中的反映，都能从客观实在找到原型。

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其形式是主观的──意识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有机统一。

二、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1.物质决定意识

物质是本原的、意识是派生的（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

有能动作用。

【方法论】

①想问题、办事情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又要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的

力量，自觉地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

②反对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意志主义；反对片面强调客观条件、安于现状、因循守旧、无

所作为的思想。

2.意识能动作用原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原理）

（1）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

人的意识不仅能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世界上只有尚未认

识之物，而没有不可以认识之物。

（2）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

①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开

展实践活动，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歪曲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意识，则会把人的活动引

向歧途，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

②意识对于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高昂的精神，可以催人向上、使人奋进；萎

靡的精神，则会使人悲观、消沉、丧失斗志。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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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要求我们一定要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的力量，自觉地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

误的思想意识。

②反对否认意识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和片面夸大意识能动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

【常见的哲学谚语】

①物质决定意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②人能够能动地识世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反映：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仁

者见仁，智者见智。

③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真题回顾】

（2012吉林）人生在平淡中寻找幸福，在席位中品味幸福，在孤独中守望幸福，在遗忘中怀

念幸福。幸福的生活需要哲学的指引，这是因为：

A.哲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B.哲学是哲学家对自己实践活动的总结

C.哲学为人们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

D.真正的哲学就是生活本身

【解析】C。A项错误，错在说法过于绝对，回顾个人经历，可知生活中很多问题无法通过

哲学来解决，更不用说一切问题了；B项错误，就哲学本身的定义而言，哲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

态，是理论化的、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家根据自身的实践和观察提出某种哲学学说，但这并不

完全等同于哲学；C项正确；D项错误，哲学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正是因为哲学高于生活，

能够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有益的指导，所以幸福的生活需要有哲学的指引。故正确答案为 C。

（2012江西）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指：

A.物质与意识谁具有决定性

B.物质与意识是否具有互换性

C.物质与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

D.物质与意识是否具有相似性

【解析】A。意识和物质、精神与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原，即物质与意识谁是第一性，

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故正确答案为 A。

（2011浙江）知觉：感性认识

A.意识：物质

B.管制：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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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运动：发展

D.灾难：地震

【解析】B。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题干两词是包容关系，且是包容中的种属关系，“知觉”是一种“感性认识”。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项是一组反义词，与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不符；B项与题干逻辑关系相同，“管制”是“刑

罚的一种”；C项是并列关系，与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不符；D项是包容中的种属关系，“地震”

是一种“灾难”，但是与题干的逻辑顺序相反。故选 B。

（2012河北）实践：认识

A.矛盾：发展

B.内因：外因

C.整体：部分

D.物质：意识

【解析】D。第一步：判断题干词语间逻辑关系。

题干两词是对应关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第二步：判断选项词语间逻辑关系。

A选项矛盾是发展的动力，与题干逻辑关系不同；B选项内因和外因是并列关系中的矛盾关

系；C选项二者是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D选项物质决定意识，是意识

的基础，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故选 D。

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与发展

唯物辩证法坚持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认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

法的总特征。

一、世界的普遍联系

1.联系，就是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2.联系的特点：

（1）客观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现象。

（2）普遍性：事物之间、内部各要素之间。

（3）多样性：形式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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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的永恒发展

1.发展是揭示事物运动、变化的整体趋势和方向性的范畴，发展是具有前进性质的运动，是

事物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由无序向有序的上升运动。

2.发展的实质：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

（1）新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远大前途；代表人民的利益；符

合历史发展趋势。

（2）新旧事物区别的根本标志：是否与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常见的哲学谚语】

①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②世界的永恒发展：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光阴四季催人老，日月如梭不再返。

【真题回顾】

（2016吉林）习近平主席在谈到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时说：“必须学会运用辩证法，分清层次，

认真思考，‘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而施之。’”此处用典不包

含的哲理是：

A.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B.以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

C.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主观能动性

D.遵循社会发展前进行与曲折性的统一

【解析】D。本题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具体运用，请注意题目问的是用典不包含的哲

理，意为不包含哲学原理。A项包含，用典中的大小、缓急等等均体现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B项包含，用典中的审大小而图，酌缓急而布等就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做最重要的事情。C项

包含，用典中的图之，布之，通之，施之均可以体现在把握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做。

D项不包含，因为题干中的典故没有体现事物的反复或者倒退，没有体现曲折性。故选 D。

（2014吉林）用一杯水就一车着了火的柴禾而无济于事，谓之杯水车薪。如今在一些地方，

通过新技术，只需要一瓶矿泉水的水量，就能使一辆汽车洁净如新，不妨称之为“杯水车新”。

“杯水车新”说明：

①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满足人民现实需要的客观联系

②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必然能建立起事物间的新的具体的联系

③事物的人为联系是在主客观条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

④世界并不缺乏联系，缺乏的死善于发现联系的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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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①④

B.②③

C.①②

D.③④

【解析】D。①错误，“事物之间都存在着满足人们现实需要的客观联系”，表达过于主观；

②错误，“人们根据自身需要，必然能建立起事物间的新的具体的联系”，表达不准确，联系不

是人们自己主观建立的，需要客观现实条件；③正确，“事物的人为联系是在主客观条件相互作

用下形成的”，说法正确，事物的人为联系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主观的需要加上客观的实

践；④正确，“世界并不缺乏联系，缺乏的是善于发现联系的创新意识”，说法正确，体现了联

系的普遍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故正确答案为 D。

（2008广西）近年来，某地的洪湖水泛滥越来越严重，对民生危害越来越大。造成洪水泛滥

的原因之一是人类活动增多所造成的 地球环境破坏。从哲学上看：

A.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B.改造自然和人类活动存在着矛盾的关系

C.人类活动必将引起自然灾害的出现

D.洪水和自然灾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

【解析】A。题干所反映的哲学道理是事物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因是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

的破坏，果是洪水泛滥。故正确答案为 A。

（2012吉林）有人依据玛雅太阳历提出“2012世界末日说”。科学界多年的观测和研究表明：

2012年可能大规模爆发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通讯系统，但不会导致地球文明毁灭。下面说法正

确的是：

A.“世界末日说”对当代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B.“世界末日说”缺乏科学依据，不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C.“世界末日说”与太阳耀斑爆发的内在联系，体现了联系的普遍性

D.科学界对太阳耀斑的爆发及其后果的预测，反映了联系的客观性

【解析】D。A项错误，依据玛雅太阳历提出的“世界末日说”本身并不科学，因而不能指

导科学研究；B项错误，“世界末日说”尽管不是科学的理论，但仍然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只

不过是错误的反映；C项错误，“世界末日说”与太阳耀斑爆发并不存在内在联系，这种说法本

身是错误的。故正确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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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止于丰饶处”

鲁浩

生活中，类似“追求极致、抵达完美”的文章，时常可见。的确，追寻丰盈、止于至善，可

说是不少人的潜在目标和行为准则。但最近看到一句话“止于丰饶处”，意即凡事须有度，当留

有余地、适可而止。这种“留余”的理念，值得深思。

如同作画中的留白，留有余地堪称一种人生智慧。譬如，农民懂得，不留种子，就会绝种绝

收；渔夫会问，一网打尽，下一网打什么？现实中，毫不保留地付出努力、追寻尽善尽美的结果，

是应有的人生态度。但有的时候，多一分负重往往意味着多一分阻力，如果留存一点灵活空间，

反倒会迎来峰回路转。有人说，“真理再向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提示：名人名言）存续

“留余”思维，审慎把握为人处世之度，有助于避免绝对化、片面化、极端化等倾向。（解析：

留余意义）

进退之间，脚下留有余地。（分论点 1）进与退，需要辩证看待。一些看似光芒四射的进击，

很容易变成束缚心灵的枷锁；一些看似孤寂无奈的后退，映照的却是“人生看脚下，世事平常心”

的豁达。明朝高景逸有言：“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提示：

名人名言积累）对个体来说，日常言行中讲一点“留余”，进有度、退有则，就不难实现“静坐

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提示：清·金缨《格言联壁》上联讲严于律己，下联讲宽厚待人）

最终抵达“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的精神境界。

得失之间，心上留有余闲。（分论点 2）唐代诗人李涉在流放期间，与一僧人闲聊后顿悟，

一扫麻木悲苦的心境，书写下“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的名句。看透得失，才有余

闲；心有余闲，才能宽广。美学家朱光潜批评现代人“勤有余劳，心无偶闲”，不仅使生活索然

寡味，也让内心变得驳杂，受困于名缰利锁。（提示：事例积累）一些人之所以感到心累，正在

于心中装得太多、太满，以至于负重过载，甚至忘记了初心、迷失了方向。学会“留余”，及时

调适人生节奏，美好时光就能更多地驻足停留。

取舍之间，身后留有余声。（分论点 3）苏轼说，“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宽”。

取与舍的辩证法说明，“拥有一切”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应该学会有所舍弃。陈廷敬常以“我自

长贫甘半饱”自励，留下了“半饱居士”的清名；曾国藩笃信“留一分余地，可回转自如。不留

余地，则易失之于刚，错而无救”，成为修身齐家的典范。（提示：事例积累）身后有余褒，历

史有回响。取舍之道，又何尝不指引着人间正道。

时间最公平，在何处播种施肥，就在何处开花结果；时间又不公平，得到之时也意味着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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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人生最不该有风景占尽的念头”。有人说，“人类面临三大问题，顺序错不得，先要解

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接下来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最后一定要解决人与自己内心之间的问

题。”既葆有拼搏奋斗的姿态，也善于以“留余”的视角审视人生，理性对待进与退、得与失、

取与舍，我们必定能够拥抱一个更加真实、更为洒脱的自我。

（小结：作者通过一句话“止于丰饶处”引出本文的论点──“留余”。通过三个论点：1.进退

之间，脚下留有余地；2.得失之间，心上留有余闲；3.取舍之间，身后留有余声来论证“留余”如

同作画中的留白，留有余地堪称一种人生智慧。作者通过引用名人名言、举例论证等方法告诉我

们：理性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取与舍，我们必定能够拥抱一个更加真实、更为洒脱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