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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_E4_B9_A0_E5_A4_A7_c65_105312.htm 一、唯物论部分（

主要原理、 观点） 1、自然界的客观性原理：自然界的存在

与发展是客观的，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有意识地处理

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提。我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

候，必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学会与自然和

谐相处。 2、规律的客观性原理：规律是客观的，它的存在 

和发生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规律既不能被创造，也不

能被消灭，但人们能够认识并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这一

原理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做到按规律办事。 3、物

质和意识的辨证关系原理 （1）辨证唯物论认为，物质决定

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

必须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2）意识对

物质具有反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

的意识则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这一原理要求我们要重视意

识的作用，自觉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克服错误的思想意识

。 4、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辨证关系原理：一方面，

客观规律性始终制约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尊重客观规律

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人们发挥

主观能动性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这

一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把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

观能动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二、辩证法部分 （一）联系的观

点（普遍性、客观性、条件性、可变性、多样性） 1、事物

联系的普遍性原理：（内容及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



，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其中没有任何一个

事物孤立地存在，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

事物的联系 还具有客观性。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坚持用联系的

观点看问题，反对孤立的观点。 2、整体和部分的辨证关系

原理：（内容及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 在整体和部

分的关系、系统和要素的关系中，整体或系统处于统帅的决

定地位，部分从属于整体，所以在一切活动中，要求我们树

立整体观念和全局思想，从整体出发，选择最佳行动方案，

实现整体或系统的最优目标 .部分也制约整体，甚至在一定条

件下，关键部分的性能会对整体的性能状态起决定作用，整

体和部分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所以要达到整

体的功能大于局部功能之和的理想结果，就必须在强调局部

要服从整体的前提下，十分重视搞好局部，以便使整体功能

得到最大发挥。 3、原因和结果的辨证关系原理：（内容及

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原因和结果是辨证统一的，

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这一原理要求我们正确把握事物

的因果联系，提高人们活动的自觉性和预见性。 （二）发展

的观点（规律性、原因、状态、趋势） 1、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都是变化发展的，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与

时俱进，培养创新精神。 2、一切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有规

律的（规律的含义） 3、 内外因的辨证关系原理： （内容及

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

同起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内因是

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一原理要求

我们坚持用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看问题，充分重视内因，同

时不忽视外因。 4、量变与质变的辨证关系原理：（内容及



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和

质变的统一，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

必然结果，在新质的基础上又进行新的量变。这一原理要求

我们坚持用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看问题。（重视量的积累；

坚持适度原则；不失时机的促成飞跃） 5、事物发展道路的

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内容及方法论要求） 唯物辩

证法认为，新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而发展的道路是

迂回曲折的，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这一原理要求我们要

有创新精神，支持新事物的发展壮大，同时，正确对待新事

物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准备走曲折的道路。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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