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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95_8C_E7_9A_84_E7_c76_112828.htm 单项：1列宁对辩证唯

物主义的物质定义是通过() A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界定的B个别

与一般的关系界定的 C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界定的D认识与

实践的关系界定的A【解析】对于事物，一般下定义的方法

，是把该事物纳入到更大的类中，比如人是会制造工具的动

物，但是对于物质无法这样下定义，因为再也没有比物质更

大的东西了。所以对物质的界定，只能通过某种关系。列宁

的物质定义是通过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界定的，正因为是这样

界定，所以确立了物质的惟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本题

中其他关系无法对物质进行界定，所以不选。4设想存在着不

运动的物质的观点是() A相对主义B唯心主义 C辩证唯物主

义D形而上学唯物主义D【解析】相对主义是把运动绝对化，

唯心主义是设想无物质的运动，辩证唯物主义把辩证法运用

到物质存在中，只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把物质与运动割裂开

来，所以设想不运动的物质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8庸俗唯物

主义的错误是() A不了解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B抹杀了意识

的主观特征 C不懂得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D不懂得意识的客

观实在性B【解析】庸俗唯物主义是把意识看作是物质的分泌

物，就像胆分泌胆液一样，人脑分泌意识。符合庸俗唯物主

义观点的，本题是B。12否认运动的绝对性，把静止绝对化的

观点是() A唯心主义B形而上学C相对主义D唯物主义B【解析

】本题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

的不同回答，与运动静止没有直接关系，相对主义的特点是



把运动绝对化，形而上学的特点是把静止绝对化，所以本题

选B。13辩证唯物论认为运动是() A物质的承担者B一切事物

、现象和过程的变化 C物体的位置移动D事物的显著变动 B【

解析】本题中，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承担者是错误的，因为运

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认为运动是位置移动，这是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的观点，而认为运动是事物显著变化，把静止排除

在运动之外，也不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命题B符合要求

，故选取之。15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必然导致() A唯心论的错

误B相对主义的错误 C不可知论的错误D形而上学的错误 A【

解析】世界上的事物，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看，只有物质

和意识两种，设想无物质的运动，也就是说，是精神在运动

，这也就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所以本题选择A。16存在主义所

谓的“存在”是指() A社会的存在B物质的存在C个人的存在D

理性的存在 C【解析】存在主义是西方现代哲学流派，属于

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的存在指的是个人存在，比如萨特的“

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这里的存在指的就是个人存在。所

以本题选C。 26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是（） A主体和

客体之间的限定与超越关系B 手段与目的的关系 C物质与精

神的关系Ｄ 人与物的关系 A【解析】主体在主客体相互作用

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一方面受到客体的限

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求，以

自觉能动的活动不断打破客体的限制，超越现实客体。主体

和客体之间的这种限制与超越的关系或限制中的超越，就是

主体与客体互相作用的实质。故选A。 27一切物质在本质上

都具有类似感觉的反映特性是() A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B庸俗

唯物主义的观点 C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D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A【解析】感觉是物质世界在类似感觉的特性基础上长期发

展的产物，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28.人和动物的最根本

的区别是() A．人有同环境相分离的自我意识B．人有交流思

想的工具语言 C．人有着动物所没有的思维D.人能进行劳动

D【解析】本题中，自我意识、语言、思维、劳动都是人与

动物的区别，但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是劳动，所以本题最

佳选择是D。多项选择4现代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 A研

究物质的具体形态、结构和属性B具有暂时性和可变性 C根源

于哲学的物质范畴D给哲学的物质范畴以证实和提供新的材

料 ABD【解析】哲学的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

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判断这两种不同形态理

论的关系，均要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来考查。自然科学的物

质结构理论是从个别的角度对物质结构的反映，所以命题A

、B、D是对的，而C命题，认为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根

源于物质范畴，这是不对的，因为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

与哲学上的物质范畴有关系，但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仍

是对物质世界的研究而产生的。5下列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

点有() A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B世界的统一性

在于它的物质性 C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D人类社会是统一

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ABCD【解析】四个命题均属于辩证唯

物主义。6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夫之认为“静者静动，非不动也

”，“静即含动，动不舍静”，这在哲学上表达了() A运动和

静止都是物质的固有属性B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是缓慢不

显著的运动 C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D静止和运动是相

互包含的 ABCD【解析】本题是考核运动和静止的关系，运

动作为物质的根本属性，是绝对无条件的，而静止作为运动



的特殊状态，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显著的，它们不仅是

相互区别，而且是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所以本题ABCD

均符合条件。7只承认绝对运动否认相对静止的观点是() A主

观唯心主义B客观唯心主义 C相对主义D诡辩论 CD【解析】

只承认绝对运动而否认相对静止的观点，其特点是割裂运动

与静止的辩证关系，所以与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无

关，这样可以排除A、B命题。本题肯定是相对主义的观点，

而相对主义在理论上又表现为诡辩论，所以本题选C、D。10

在生产实践中，“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

的这种和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

能进行。”这段话说明() A实践不能创造物质B实践能创造物

质 C实践活动要以物质世界的存在为前提D实践改变物质世界

的存在形态 ACD【解析】本题考核对实践内涵的认识，实践

作为人类能动的改造世界的对象化活动，必须要以一定的物

质条件为前提，它只是改变了物质存在的形态，并不能够创

造物质，所以与本题有关的是命题A、C、D。11“物质的两

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只在我们头脑中

存在的观念抽象”，这段话说明() A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B时

间和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C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又是相

对的D时间和空间离开物质只是形式 AB【解析】恩格斯的这

段话，表明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命

题C是对的，但时间和空间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与本题

无关，所以不选，至于命题D，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同样不

选。12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有（） A实践目的B.

实践手段 C. 实践结果的反馈调节D. 理论指导 ABC【解析】

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主要包括:实践目的、手段



、结果的反馈调节。13人的大脑是() A思维的机能B意识的物

质器官 C高度复杂而严密的物质体系D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BC

【解析】我们说认识时，界定为人脑的机能，对客观事物的

反映，但大脑只是思维的物质器官，不能说大脑是对客观事

物的反映，也不能说是思维的机能，所以本题选B、C。 18主

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表现在() A不怕做不到，就怕想

不到B客观规律限制了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C发挥主观能动性才

能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D尊重客观规律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 CD【解析】本题在于认定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辩证

关系，符合题意的是命题C、D。至于命题A，是一个唯心主

义的命题，想到的东西是意识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命

题B没有揭示二者的辩证关系，客观规律不限制主观能动性的

发挥，越认识客观规律越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21马克思主义

认为，实践是() A人能动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B人的现

实感性活动 C“绝对精神”的逻辑发展D人的存在方式 ABD

【解析】本题中，命题C，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命题，其他都

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所以选A、B、D。22实践结果是

人的目的在客观事物中的凝聚和体现，是实践过程中各种要

素的融合。对实践结果进行评价有() A.对实践目的的评价B. 

对实践效能的评价 C. 对实践效率的评价D.对实践效果的评价

BCD【解析】 实践结果是人的目的在客观事物中的凝聚和体

现，是实践过程中各种要素的融合。一般说来，可以从三个

方面对实践结果进行评价：一是对实践效果的评价；二是对

实践效能的评价；三是对实践效率的评价。24“主体”的形

式有（） A个人主体B集团主体C社会主体D人类主体 ABCD

【解析】从社会构成看，实践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主体、集



团主体、社会主体和人类主体四种形式。26主体和客体出现

了一般物质相互作用所没有的崭新的关系，这就是（）之间

的关系 A目的与手段B创造者与被创造者 C能动者与受动者D

前提与结果 ABC【解析】 从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特点

和实质看，这种相互作用具有特质性的特点，又不能把这种

相互作用的本质归结为一般的物质性，因为除人以外，物与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无意识的、盲目的，都是不可能以主

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形式出现。而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

用中，出现了一般物质相互作用所没有的崭新的关系，这说

是目的与手段、创造者与被创造者、能动者与被动者之间的

关系。28“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

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

即语言。这说明() A没有独立存在的意识、精神B意识永远依

赖物质 C语言是现实的意识，是意识的表现形式D意识也就是

物质的东西 ABC【解析】 本题考核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强调

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而命题D混淆了物质和意识的相互

区别是错误的，所以本题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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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