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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8C_96_E5_c73_113685.htm 一、适用专业：马

克思主义理论（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二、考试方法：闭卷考试 三、考试时间：3小时 四、考试内

容：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

本原理两部分组成。 五、试卷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

理占60%，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占40%。总分

：150分。其中概念题30分，简答题60分，论述题60分。 《马

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李秀林、王于

、李淮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及其以后的版本，或相应的教

材。 一、考试范围 考试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专业课

考试内容，主要考察考生作为未来该领域的研究者所应具备

的基本专业理论素质，侧重对理论本身的深入理解和系统掌

握，它所考察的知识点，都包含在所指定的参考书之内。 1. 

导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着重理解：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作为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它有哪些不

同于旧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观点、立场作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它是怎样贯穿于自然观、辩证法、

认识论和历史观当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

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高度统一

，它为什么能实现统一，又是怎样实现统一的。 应试要点：

哲学及其研究对象。哲学的基本问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

基本的观点，实践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原则。马克

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统一的世界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和开放性。 2. 辩证唯物论（物质

与世界、实践与世界） 着重理解：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自然、社会、人类都是物质世界的不同形态，作为精神现象

的意识也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这一高度发展

的物质的属性，它们（自然、社会、人类、意识）都在物质

这一客观实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搞清楚实践的本质和基本

特征，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统一的基础，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 应试要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及其

重大意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空观。现代科学对于时间和

空间的客观性、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联系的证明。自然界

对人类社会的先在性。劳动在人和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作

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意识是对

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活动中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意

识的能动作用的表现。意识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与区别。物质

生产实践的基本内容和特征。实践的两层含义和三个基本特

征。实践的主体及其能力结构。实践的客体及其特征。主体

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特点和实质。实践目的的特点。主观世界

和客观世界的区别和联系。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实践的世

界观意义与承认自然界的本原性的关系。 3. 唯物辩证法（联

系与发展、基本规律） 着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联系

和发展的基本内容，包括世界的普遍联系与系统联系，运动

、变化、发展及其方向性，联系和发展的规律体系及其核心

。客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与实践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应试要点：辩证法和形而

上学对立的具体表现。人的活动的辩证法和客观事物辩证法

的相互关系。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

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机械决定论、统计决定论和辩证决定

论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原因和结果及其辩证关系。必然性

和偶然性及其辩证关系。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辨证关系。量

变和质变的相互关系。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及其意义。矛盾分析法的基

本点。辩证的否定观。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和表现形式。

辩证的否定观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论意义。 4. 辩证唯物

主义认识论（认识的基础、本质和过程，真理与价值） 着重

理解：认识的发生、认识的本质和结构，认识的过程及内在

机制，思维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本质和作用。真理的含义。价

值的含义。真理与价值的关系。应试要点：认识的发生、发

展与本质。以工具性为主要特征的劳动实践活动在认识的发

生中起着决定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人的认识的

本质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反映。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不可知

论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旧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批

判。 认识的结构。认识系统中主体和客体之间信息相互作用

的特点。认识系统中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和

审美关系。 认识的过程。制约感性认识形成的复杂因素。感

性认识如何才能达到观察的客观性。理性认识中抽象思维方

法的内容和特点。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必要性。理论向实

践转化的条件和途径。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认

识主体的选择性及其特点。感性具体的概念。抽象规定的概



念。思维具体的概念。非理性因素的概念。认识活动中的思

维方法。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归纳和演绎及其辩证关系。

分析和综合及其辩证关系。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一致。辩证思

维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真理及真理客观性、绝对性

和相对性的含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价值的概念。价值的客观性。价值

的主体性。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5.唯物史观 （1）社会及其

基本结构 着重理解：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

。 应试要点：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缺陷。理解“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力的本质和基本特征。生产关

系的本质和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中多种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列宁关于阶级范畴的含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

观念结构的含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相对

独立性。意识形态维护或批判现实的功能。 （2）历史规律

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着重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及其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社会

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选择性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形态更替的

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 应试要点：自然发展形式和

社会发展形式的区别。社会发展的自为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

性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复性与历

史事件的不可重复之间的关系。社会形态的概念。历史的选

择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科学与意识形态

的区别。科技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制约性。个人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3）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着重理解：社会进

步和人的本质、价值、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 应试要点：社

会进步的含义。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代价。社会进步的最高标

准。人性的具体性的含义。人的本质的含义。人的价值的含

义。人的价值和物的价值的根本区别。人的价值中目的性和

工具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

含义。人的解放的含义。人的发展的三个历史形态。 二、试

卷题型 1.考试试题一般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即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 2.名词解释题要给出概念的正确定义，要

求定义准确完整。简答题则是简要阐明某个观点或原理。论

述题则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

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批判性地分析各种非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逻辑清晰，文字表达流畅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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