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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就是有针对性的系统梳理。 如何体现针对性和系统性？

就是以考试大纲规定的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系统为基础，以

对于命题规律、命题趋势的把握为重点，将二者有机地结合

起来。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以对主观性试题的重点复习为

突击方向，带动对包括客观性试题在内的考试内容的全面梳

理。 具体地说，就是要全面把握，突出重点，强化能力。 全

面把握，并不是不加分析地地毯式轰炸，面面俱到并不叫全

面，全面是指建立系统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把我们复习的东

西有机化，在原理和原理的关联中掌握原理，在概念与概念

的关系中把握概念。 突出重点，重点就是指哲学的考点——

基本概念（客观性试题的考点），特别是基本原理（主观性

试题的考点）。基本原理正是哲学的理论逻辑运行的载体。

所谓突出重点，就是要突出重要的基本原理和已经形成命题

热点的次重点原理。 强化能力，掌握了原理，还要会运用。

把知识转化为战斗力。这主要包括审题的能力、迅速准确地

建立基本原理与题目的比对关系的能力，分析题目的能力，

答案切入的角度，答案的展开和丰富、层次感和形式化。 脱

离针对性的系统性，难以形成战斗力；而缺乏系统性的针对

性，就难免陷入盲目性。只有将针对性和系统性结合起来，

才能高效、稳妥、主动地开展复习，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第

一部分 绪论和唯物论 这一理论系统包括考试大纲的一、二两

章内容。 第一章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绪论。第一章



的逻辑结构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这一层次中的重要考点是同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直接关联的

哲学基本派别的区分。 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

征。其中的重要考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学中的伟

大变革的理解要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功能。 第三层

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现实意义问题。 本章的重要考点是唯心主义的基本形式、唯

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现代西

方哲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命题的识别。命题形式以单项和多

项选择题为主。具体的命题角度可以是将以往哲学家的典型

观点设置为分析材料，将不同性质的哲学派别作为选项。也

可以是相反。形式多样，不离其宗。关键是要抓住上述几个

考点。 第二章“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在命题上与

三个理论问题有关：第一，物质是什么？物质是怎样存在的

？第二，实践为什么有物质性？怎样理解实践的物质性？第

三，意识和物质是什么关系？第二章的三节分别回答了这三

个问题：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实践观和意识的产生、

本质和作用原理。这既是本章的理论脉络，又是考试命题的

基本线索。 首先，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要弄明白

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把“物质”理解为客观实在性。同时，

理解运动和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运

动观”和“时空观”中的几个次重点原理。 其次，要理解“

实践”范畴的定义和实质，实践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以

及实践的环节、特征和形式。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是“实践

的本质”，要从实践作为一种物质活动与自然界盲目的物质

运动和人的主观观念活动的区别和联系中去把握它。实践是



人能动的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因此，实践是有目的

性的活动，即主体性，但实践与观念性活动不同，实践与其

他物质运动一样，具有客观物质性，即直接现实性。所以，

实践本质上是物质活动。 最后，要把握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和能动性，其中“意识的本质”和“意识的能动作用”问题

是重点考点，要抓住意识在内容上对物质和依赖性和形式上

具有主观性的矛盾。并且掌握物质统一性原理的现实意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 从命题针

对性的角度，主要涉及以下基本原理： 一、哲学基本问题原

理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于哲学

基本问题第一方面作出了科学回答时，所形成的“物质决定

性和意识能动性”这一基本原理。这一原理既是贯穿于整个

哲学体系的理论线索，也是考试中的重要的解题方法。 这个

原理在第一章当中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在第二章当中它表

现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 在第三章中表现

为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的对立；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

法的关系。 在第四章中表现为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

验论的对立；实践与认识的辨证关系。 在第五章表现为社会

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

的关系，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并进一步表现为政治上层建筑

和有关意识形态的原理。 在第六章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原理，或者说由这两个原理构成的

两条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

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

律。 在第七章表现为社会形态范畴，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关系。 还体现为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择性的关系；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原理 1．物质观原理 物质是标志

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物质”范畴是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世

界本原和统一性（不同的物质形态都具有客观实在性这一共

性）的最高抽象。列宁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中揭示了物质范

畴的深刻内涵，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

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物质的根本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2．

重大意义 （1）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贯彻了物质第一性原则，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划清了唯

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二元论的界限。 （2）指出物质是能够

为人所认识的客观实在。从而坚持了反映论和可知论，体现

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划清了可知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

。 （3）指出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形态的共性。揭示了哲

学的物质范畴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辩证关系，克服了旧

唯物主义的局限性。从而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划

清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限。 （4）把实践活动纳入物质

范畴。不仅唯物主义地理解自然界，也唯物主义地理解社会

历史；不仅把世界理解为物质演化的结果，而且理解为实践

改造的结果。从而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物质观上的革命变革。 三、实践本质

的原理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作

为一种“新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去理解物

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承认世界的物质性，而且主张

从实践中去把握物质世界。不仅把世界理解为自然演化的结

果，更是把世界理解为实践创造的产物。 （1）实践是人能

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其含义有二： 一是实践活



动的物质性——直接现实性，这是实践区别于意识的一般本

质； 二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性——实践又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

活动。实践把人的目的、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

，这是实践区别于自然界物质运动的特殊本质。 （2）实践

的主体、客体、中介 （3）双向对象化原理及其意义 （4）人

通过实践把握物质世界的主要环节 ①确立实践目的。 ②借助

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 ③根据实践结果对实践活动进行反馈

调节。 四、意识的本质和能动性原理 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意

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意识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在内容上是

客观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在意识中体现了主观和

客观的对立统一。 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意识反映世界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和主动创造性；意识指导

人们的行动，能动地改造世界。 意识能动作用的条件性。意

识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但它的发挥又是有条件的。 ①必须

遵循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 ②必须把正确的思想付诸实践。 

③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手段。 结合实际命题的材料：神六航

天成就 预防禽流感。 五、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1）世界物

质统一性原理的内容 ①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关于世界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原理。 ②这一原理的基本表

述：世界是统一的，即世界的本原是一个；世界的统一性在

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世界的统一性是多

样性的统一，是在客观实在基础上的统一。 （2）世界物质

统一性原理与“一切从实际出发”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是党

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这是因为： 世界是按其固有规律在

时空中永恒运动的统一的物质世界，我们从事任何工作，都

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从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



出发，也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辩证唯物主

义一元论世界观的根本要求。 （3）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与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物质的决定性出发，找出其固有的规律。 所谓解放思想

，就是发挥意识的能动性，更新观念，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

。 “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具体体

现 “与时俱进”，要求我们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时代特点

，认识和探索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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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