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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科学内涵。 (1)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2)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  (3)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 (4)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

。 2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 (1)二者是共性和个性、一

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

。(2)哲学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没有离开具体科学纯粹抽

象的哲学。 (3)哲学是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为各

门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各门具体科学必须以哲学

为指导。 3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1)世界观是人们对整

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方

法论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2)没有和世界观相

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

纯粹的世界观。 (3)世界观决定方法论。一般来说，有什么样

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

。 4哲学基本问题。 (1)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关系

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思维和存

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物质和意识哪个是世界本原的问

题，它是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唯一标准。②思维和存在的

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彻底认识世界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在认识论上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2)哲

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第一方面是根本的方



面，它的解决制约着第二方面如何解决。第二方面的解决也

影响着第一方面。 5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

本问题。 （1）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提到过思

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完整地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是

恩格斯。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发展历史的经典性著作《路德维

希&#8226.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全部

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

关系问题。” （2）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

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他们不能科学地解决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基础，科学地

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深

刻地揭示了物质和意识关系得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实践，从

而建立了辩证的唯物主义。没有科学的实践观，就无法对哲

学基本问题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决。 6一元论和二元论。 凡

是认为世界具有统一性，世界有一个本原的哲学就是一元论

。一元论包括：唯心主义一元论、唯物主义一元论(辩证唯物

主义一元论和旧唯物主义一元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

才是彻底的、科学的一元论。 二元论的特征是：否认世界的

统一性，认为世界有物质和精神两个独立的本原。二元论企

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而实际是动摇于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最终往往倒向唯心主义。 7哲学的

两大基本派别。 （1）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就是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的对立。（或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2）唯物

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统一于物质。唯心

主义认为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世界统一于精神。 8唯

心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根源。 (1)社会历史根源。唯心主义最初



是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展，人类愚昧无知的产物。阶级的

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裂，是唯心主义产生的前提

条件。从事脑力劳动的剥削者从自己的地位出发，总是片面

地夸大精神的作用。 (2)阶级根源。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

利益，需要唯心主义，并为唯心主义的宣传提供条件。 (3)认

识论根源。唯心主义是认识过程中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

相分离的产物。认识是一个复杂过程，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产

生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把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把

某一片断、某一个方面孤立起来、绝对化，就会导致唯心主

义。 9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形态。 (1)唯物主义经历了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三种形态。 ①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

是，把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原初的物质”作为世

界的本原，如水、火、气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具有非科学

性、直观性、猜测性的局限性。 ②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

基本特征是，把基本粒子的构成、物质结构、物质结构的某

种属性即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

释物质本原问题上具有了科学性和抽象性的特点。 ③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2)唯心主

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

心主义把人的主观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客观唯心主义把

“客观”精神当成是世界的本原。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精神

”的不同规定，但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精神作为

世界的本原。 10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主要缺陷。 旧唯物

主义或近代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机械性、形而

上学性、不彻底性（历史观是唯心的）。 11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科学内涵。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

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3)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哲学。 (5)唯物主义历史观

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 1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的

伟大变革。 （1）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是时

代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和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 ①资本主义经

济的高度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充分暴露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

量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阶级基础。 ③19

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

恒与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

科学依据与前提。 ④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

辩证法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

生的直接理论来源。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

上的伟大变革：①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

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②结束了旧唯物主义缺乏能动

原则的状况。③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 13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1）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以实践为基础和核心的、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①从实

践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

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唯物主义的

辩证法。②从实践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自



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

命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它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地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服务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体系。②

它是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理论。包括对自己的学说也采取批

判的、革命的态度。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彻底性。 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高度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又是

自然观与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②实事求是的客

观性原则。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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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精髓。 1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1

）现代西方哲学有两大流派，即科学主义哲学和人本主义哲

学。科学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只强调理性因素，认为哲学必须

以现代科学为依据。由于科学主义哲学只强调理性因素，故

又称其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哲学主要包括：结构主义、逻

辑经验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等。人本主义哲学把

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主张哲学要以人为中心。由于人本

主义哲学强调非理性因素，故又称其为非理性主义。人本主

义哲学主要包括：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

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哲学、

西方马克思主义。 （2）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

方哲学的关系：①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

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区分开来。它反对科学主义但重视科学

精神，反对抽象人本主义但重视人文精神；②马克思主义哲

学在反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同时，注意到它们中的

某些合理的有启发性的东西，力求在当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



础上，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达到更完美的统一。 15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及中国哲

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使之具有中国的作风、气派，以中华

民族的风格和形式表现出来并获得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的

原因。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不同，它不是专属于

某一民族的哲学，而是国际性的学说，是“世界性哲学”。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结果，除了中国革命

实践的需要这一根本外，还因为中国自古就有丰富的唯物主

义和辩证法的优良传统，因而中国人民比较容易接受和体会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丰富

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便利的思

想桥梁和理论途径。 （3）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16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

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中的重要作用。 （1）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人们正确认识复杂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

规律的世界观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2）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哲学

基础。①人的素养包括政治素养、道德素养、文化素养、专

业素养、身心素养等，其中哲学素养是基础，它更具备根本

性和决定性。②哲学素养为人们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政

治信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基础；哲学素养能使人们具有高尚

的道德品格和精神境界；哲学素养有利于专业知识的掌握和

运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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