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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0_83_E4_B8_93_E5_c66_101612.htm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

对象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待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坚持和发展。 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

实在性。这里的客观实在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实

际工作中，要注意掌握分寸，防止过或不及，其关键在于：

把握事物的度。 矛盾的基本属性是：斗争性和同一性。 实践

的科学含义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

性的客观物质活动。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是：真理

的2种不同属性。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最基本的首要的

是：生产实践活动。来源：www.examda.com 人类社会变化、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英雄史观的理

论出发点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自由王国实际指的是

：共产主义社会。 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代表著作是：《

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国

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组织形式及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二次革命论”是由谁提出来的：陈独秀。 1927年大革命

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全国第一

块农村根据地是：井冈山根据地 标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

战线正式形成的会议是：国民党一大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地点是：江西瑞金 中共八大指

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把我国尽快地从

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力

量是：国营经济 毛泽东正式向全党全国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的文章是：《论十大关系》 1974年2月，毛泽东在

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重要观点是：关于三个世界

的划分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

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

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在：党的十六大 邓小平指出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这个判断

：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

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是巩固执政党地位的：社会基础 执行社会主义宏观调控职

能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 在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中

，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国民

经济发展的控制力上 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

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原则是：集体主义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两大时

代主题的核心是：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的起初提出，是为

了解决：台湾问题 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

：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

和根本观点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观的错误是：不懂得个性

和共性的辨证关系 只承认绝对运动，否认相对静止，会导致

：形而上学不变论 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产生于：事物内部的根

本矛盾 一个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关键在于：是否符合客观

事物的规律性 感觉、知觉和表象，这是：感性认识的三种形

式 不属于生产力实体性要素的是：科学技术 历史唯物主义的

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是指：推动社会进步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

的总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在自



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由是指：对

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社会进步的含义指：社会由

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形成的

不平等条约是：辛丑条约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最迫

切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 “工农武装割据”的基本内容是：土地革命 在革命

统一战线的两个联盟中，基本的主要的联盟是：工农联盟 毛

泽东指出，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是：认清

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 我党提出把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

的会议是：七届二中全会 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谁为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我国工人

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我党对待官

僚资本和民族资本采取的政策分别是：没收 和平赎买 “一五

”计划确定的优先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

时代要求是：时代主题的转换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 我们

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始终做到：三个代

表 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发展目标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

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改革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中心环

节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指：社会主义

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运动方式 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

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被确立下来是在：党的“十五大” 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取决于：社会主义思想道

德建设 坚持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放在首位的应该

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



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显著特点是：多层次、宽领域、全方

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 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唯心主义的基本

形式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

是指：作为物质普遍属性的客观实在性 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

展证明了：物质是意识产生的基础 量变是指事物：数量的增

减和场所的变更 认识的本质在于：能动反映 实际工作中的教

条主义者，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犯了类

似：唯理论的错误。 生产关系范畴所反映的是过程中：人与

人之间物质经济关系 判断一种生产关系是否先进的根本标志

是看：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途径在于：在社

会实践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

治舞台是在：五四运动中 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

斗争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 标志中国革命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

性转变的会议是：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段的分

析》一文中所说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新民主

主义社会属于：社会主义范畴 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领导

权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揭开战略决战序幕的是：济南战役 毛

泽东明确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任务的会议是

：六届六中全会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标

志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毛泽东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

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的文

章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邓小平理论形



成的社会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

来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决定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

设 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我国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出发点

和归宿点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我国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的

基本依据是：我国初级阶段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基本

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个体

劳动者的主要收入属于：劳动收入 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

本联合为主的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性质属于：集体经济 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一

国两制”构想，在实践中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 全心全

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最基本的主力军 马克思主义哲学区

别于其他一切旧哲学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征是：实践性 哲

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是指：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 正

确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客观前提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形式或状态 唯物辩

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唯物主义为

基础的，后者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 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

的认识路线是：反映论和先验论的对立 唯心史观的根本缺陷

是：不懂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 与剩余价值理论一起并称为马克思一生两大贡献的

是：唯物史观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是：加速社会发展的历史

进程 下列选项中不正确的是：无产阶级领袖是历史的主人 人



的本质是随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

得到真正的传播是在：十月革命 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确

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七大 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

力量是：国营经济 毛泽东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和总政策的著作是：《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绥sui3 从1927

年11月到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政权问

题上的基本主张是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

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

是：新三民主义 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先锋和主体

是：学生运动 标志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动政权覆灭的历史

事件是：解放南京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过渡时期是

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

我国发展科学、艺术的基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从1978年至1982年是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的实质是保持党的：先进性 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明确的针对

性，它是针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姓资姓社问题 社会主义国

家的改革，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我国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是：梯次推进 社会主义市场体

系应该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国家对社会

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物质保证的社会安全制度是：社会保障

制度 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施形式 社会

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

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 按照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

属于：第三世界 系统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是：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 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是建立在：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基础上 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是：哲学是



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意识能动作用最重要的表现是：通过

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是指：意

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

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联系和发展的

观点 列宁说“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

，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 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突出的表

现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人民群众的主体是：包

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在内的劳动群众 我国进行政治体

制改革是根据：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

律 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说明：社会发展的具体

道路具有多样性 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应依据他：对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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