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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E5_B8_88_E8_AF_BE_c65_105430.htm （一）唯物论 本部分

考查的知识点有：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物质运动的规律

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 知

识点应掌握的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践

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最显著的特点。 学习马克思主

义哲学对树立科学人生观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

指导作用。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

世界，物质是指不依懒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的客观实在。先有物质后有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物质

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 应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

系原理分析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3)物质运动的规律

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规律和主观能动性的含义。 物质运动是

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 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及实现条件。 

应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原理分析现实生活

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4)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含义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基本要求 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反对从主观出发

的现实意义。 2．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 复习这一部分知识

，不仅要复习这些知识点本身，准确把握和界定这些知识点

的内容，把它同唯心主义观点相区别，而且要注意它与辩证

法观点的联系与区别，特别是在回答有关分析认识实际问题

的时候，更应注意。 例如：高考1995年第20题：“桑条无叶



土生烟，箫管迎龙水庙前。朱门几处看歌舞，犹恐春阴咽管

弦。”这首唐诗蕴涵的哲学道理是 [ C ] A． 只有正确的认识

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B． B．要使主观符合客观，就必须从

实际出发 C．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反映 D．正

确反映客观事物的意识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 1995年第18题：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照抄照搬别国经

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主要是因 [ B ] A．

物质和运动不可分离 B．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具体地历史的

统一 C．别国的经验不一定是从实际出发的 D．意识依懒于

物质 1996年第16题：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

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据。”要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

问题，也必须认清中国的国情。这表明 [ C ] A．实践是认识

的基础 B．认识要靠实践来推动 C．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具

体的历史的 D．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这几道题考查的虽然都是

唯物论的基本观点 物质决定意识问题，但都是从物质和意识

的关系上、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

一上来考查，而不是唯物论观点的简单再现。 又例如，1995

年的第16题：“满招损，谦受益。”这说明[ C ] A．矛盾是

普遍存在的 B．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有差别的 C．人的

意识具有能动性 D．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

化的条件 这一题的辩证法的色彩更浓，“满和谦、损和益”

都是对立的统一，而人的意识的能动性，教材中从未出现过

这种提法，需要考生把意识的反作用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

起来才能领会。本题还是从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的角度来

考查唯物论的问题。 在答案非唯一选择题（不定项选择题）

和主观性试题中，更鲜明地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乃至认识



论的统一。如：1996年第28题：热带雨林是地球表面生物种

类最丰富、结构最复杂的植物群落，现在因人们片面追求经

济利益而遭受破坏，其面积大大下降，并造成气候异常，大

量生物物种绝灭或濒危。为此，许多有识之士强烈呼吁保护

热带雨林。这表明 [BCD] A．坚持两点论不能不讲重点论 B．

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客观的、具体的 C．正确的认识来自社会

实践 D．发挥主观能动性要尊重客观规律 1997年第38题；某

贫困地区领导人认为，脱贫不能仅靠政府救济，更要靠自力

更生。他们根据其他地区“无工不富”的经验，建起了一些

小型机械厂，但由于原材料和资金缺乏，结果收效甚微。经

过认真分析，他们认识到该地区山场面积大，适宜发展林果

业和养殖业，于是因地制宜种起了果树、中药材，饲养起牛

、羊、家兔等，经济情况很快有了改观。在此基础上，他们

又办起果品和肉类加工厂，几年就摆脱贫困，走上了致富之

路。该地区在脱贫过程中是怎样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的？回答这一题，更需要把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起

来，只从唯物论本身的内容来考虑答案，就有很大局限，造

成失分较多。 3． 重点、难点 (1)重点 从理论上看，世界的物

质性，物质决定意识，规律的客观性，当然是唯物论的重点

内容，坚持唯物论一定要坚持这些基本观点。但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是辩证的唯物论，从实践的角度看，从现

实看，意识的反作用，主观能动性，如何正确地发挥主观能

动性和意识的反作用则成为重点了。因为我们学哲学，坚持

唯物论就是为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去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们重视世

界的物质性，重视规律的客观性，就是因为意识的能动作用



受物质决定作用的制约，主观能动性受客观规律性的制约。

所以，唯物论部分的重点内容是：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运动的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

事求是。 (2)难点 唯物论部分的难点主要在于唯物论和辩证法

的结合上。 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物质世

界、客观实际是多样的、变化发展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

是绝对的完全的符合，而是相对的近似的一致，主观认识要

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随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

。主观反映客观、主观符合客观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劳永逸

、一成不变的。 正确认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和主观能动性

，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意识的能动作用、主观能动性

受物质决定作用的制约，受客观规律的制约，忽视这一点，

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忽视或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和主观能动

性，则是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准确把握这个度，是

理论和实践上的难点。 规律的客观性与规律存在和起作用的

条件性。规律的客观性讲的是物质运动有规律，规律是物质

运动过程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只要存在物质运动，规律就存在。但一个具体规

律的存在和起作用却是有条件的，条件存在，这个规律就存

在，就起作用；条件变化了，起作用的具体规律也随之变化

。所以，人们不能创造、改造、消灭规律，但是可以通过改

变条件，使起作用的具体规律发生变化，从而达到利用规律

改造世界的目的。这个问题，只要结合生活实际和学习过的

科学知识，就不难理解。 关于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两个文明

问题不完全等同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物质文明建设固

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但物质文明不能直接决定精



神文明，精神文明需要建设，不是物质文明建设上去了，精

神文明建设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