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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2、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两个层次。 

第一方面，是关于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根本依据。 

第二方面，是物质和意识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即人的意识能否认识和反映物质世界的问

题，是划分可知识和不可知论的根本依据。 

在哲学基本问题之后，还有一个世界处于什么状态的问题，并由此产生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

对立。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自然科学：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阶级基础：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社会科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实践性，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5、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一）物质观的发展 

主观唯心主义：“存在就是被感知”。 

客观唯心主义：“理”、“理念”、“绝对观念”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物质为一种或几种常见的具体形态。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是物质结构的某一层次或不可分割的最小粒子。 

旧唯物主义无法对意识现象及社会历史的本质，做出唯物的科学解释，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恩格斯：“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列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

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 

6、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物质自身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物质运动可分为五种基本形式：即机械运动、物理运动、

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各种物质运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低级运动形式是高级运

动形式的基础、高级运动形式是从低级运动形式发展而来的；高级运动包含低级运动形式；

各种运动形式同时并存、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运动是无条件的和绝对的。静止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 

物质运动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规律具有如下共同点：规律具有稳定性；规律具有普遍性；规律具有可重复性。 

7、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对无限多样和永恒运动着的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是

对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共同基础的科学反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也是我们从事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8、意识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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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无机物的反映特性进化为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低等生物

的刺激感应性进化为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动物心理进化为人的意识。 

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劳动促进了人脑，促进了语言的产生，促进了意识的形成。 

9、意识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是客观事物的

主观映象，意识不等同于客观事物，而是客观事物反映到人脑中的观念形态。 

10、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 

联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同的联系对事物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和作用，所谓规律，就是事

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主要作用。 

系统论扬弃了先分析后综合的传统科学方法，开拓了从整体出发，从事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

中认识把握事物的新方法。它要求人们综合地、系统地考察事物，并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向整体的最优化方向发展。系统论运用和证明了辩证法关于普遍联

系的原理，有力地驳斥了孤立、片面地认识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 

11、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发展是指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的实质是旧事物的死亡和

新事物的产生。 

事物的相互联系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事物的发展与事物的联系同在，具有客观普遍性。 

发展是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 

任务事物都作为过程而存在，整个世界就是“过程的集合体”，对具体事物来说，过程是这

一事物产生、发展、死亡的历史；对整个世界来说，过程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

的发展历史。 

12、对立统一规律 

矛盾及其基本属性：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结及互相转化的性质；矛盾

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性质。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

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

因是事物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动因的基本观点。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的

特殊性是指不同的事物及其各个侧面，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其矛盾各有特点：不同质的事物

的矛盾有其特点；同一事物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矛盾有其特点；同一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在

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有其特点。 

13、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 

唯物辩证法是以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为基本特征，由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构成的科学体系。对立

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原因在于： 

（1）对立统一学说提示了事物辩证法的根本内容。事物内部要素之间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依

赖、相互对立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联系，是事物最本质、最根本的联

系。 

（2）对立统一学说阐明了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事物的发展，是自身矛盾所引起的自已

运动和自我发展。 

（3）对立统一学说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其它规律之中。 

14、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可知论和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哲学引进了科学的实践观和辩证法，阐明了认识的本质，解决了怎样才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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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问题，从而消除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实现了认识论的根本性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消除旧唯物主义反映论所造成的认识脱离社

会实践的消极直观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将辩证法贯彻于认识过程，阐明了认识是一个充满

矛盾运动的过程，消除了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缺陷；由于实践观点和辩

证观点的引入对历史发展和历史意识问题作出了唯物和辩证法的解释，实现了自然观与历史

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15、实践及其基本形式 

 实践及其特点：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是客观

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 

  实践的基本形式： 

（1）生产实践：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其它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2）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中最为主要的实践形式是建立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实践活动，在阶

级社会，阶级斗争和处理阶级关系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重要内容。 

（3）科学实验： 

16、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主要体现在：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3）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

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17、认识的辩证发展 

  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主体对客体表面现象的反映，是来自客体的各种刺激和主体的感

知系统的相互作用的产物。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是认识的低级形式，

具有直接性、具体性的特点。 

  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主体运用人所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对感性

材料进行加工，形成对客体的本质和内在联系的认识。它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

具有间接性、抽象性的特点。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需要的条件： 

（1）必须把理发认识即理论同具体实践相结合； 

（2）要将理性认识转化为指导人们实践的计划、方案、办法； 

（3）要将理论、计划、办法交给群众，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必然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 

 在认识过程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过

程和发展规律。   

18、真理和谬误的相互转化 

 真理和谬误可以相互转化，主要分为两种情形： 

 （1）真理和谬误的对立和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的。另一方面，

在不同条件下，不同的范围内，真理就会转化为谬误，谬误也可能转化为真理，真理与谬误

的界限，又是相对的。 

 （2）失败和错误为正确的认识、为成功准备条件。 

19、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属于认识范畴，是一种意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其内容是客观的，其形式

是主观的。客观性是真理之所以成为真理的根本条件，是真理的本质属性。 

  在一定条件下，对同一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只能有一个，是惟一的，真理多元性以认

识的多元性取代真理的一元性，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实质上否认了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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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 

20、真理的绝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是指真理的客观性和无限性。 

 （1）任何真理都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客观内容，是对客观事

物的正确反映。 

 （2）真理的发展是无限的，绝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