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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114733.htm （二十一）认识发生

的现实基础 认识论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人的认识是如何产生的

、人的认识能力是如何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认识发生

的自然史因素和社会史因素辩证地结合起来，从劳动实践活

动既是主体和客体相分化的标志，又是推动主客体不断实现

统一的决定性因素这与根本思想出发，指出以工具性为主要

特征的实践活动在认识的发生中起着决定作用。 首先，劳动

实践活动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发生提供了必要

性和可能性。其次，劳动实践活动不仅促进了人脑的发展，

而且通过活动的内化，产生了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和图式，

形成了专属于人的认识能力。 最后，劳动实践活动促进了人

的社会交往及语言、符号的产生和发展，使人的社会活动获

得了不同于生物遗传的社会遗传方式。来源

：www.examda.com 总之，以工具性为本质特征的人的社会实

践活动，是认识发生的最基本的和决定性因素。这种活动一

方面内化为主体的认识结构、认识图式；另一方面外化即对

象化为人生活于其中的工具和文化的世界。人通过工具和语

言、符号系统作为社会传递物，使人们反映外部世界所取得

的认识成果，不会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随着人们实践活

动的不断重复和发展，人的认识成果也以积累的社会遗传方

式，一代代的继承和发展着，每一代人都以上一代人认识活

动的结果作为自己认识活动的起点。因此，对有认识能力的

人来说，他的认识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实践决定的。 （二十二



）认识的本质与结构、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

把实践贯彻于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创立了能动

的反映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本质，指出认识是在实践基

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具体内容是： 1.认识是主体对

客体的反映。 把认识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一切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自觉的把这

一原则看作是自己理论的前提和基础。 与唯物主义反映论相

反，唯心主义认识论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主观或“客观”精神

的产物，把认识看作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否认

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奉行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

识路线。这就割裂了认识同客观现实的联系，否定了认识发

生的客观依据，陷入了客观随意性。主张可知论的哲学家包

括一切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如费尔巴哈和黑格

尔 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是休谟和康德。其共同特点是怀疑人

类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可靠性，不相信人类为认识世界的能

力。在人的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其基本哲学倾向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肯定认识

是对客体的反映，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反对了唯心主义和

不可知论。来源：www.examda.com 2.主体在对客体的反映是

一个能动的创造性的过程 首先作为认识活动结果的认识，是

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再现。人们为了从事实践

活动，不仅要反映事物的现象，还须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本

质和规律。它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在观念中分解、加工和

改造对象，运用一系列的科学抽象方法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

动。 其次，人们为了从事实践活动，不仅反映事物的本质和

规律，而且还必须基于这种认识，塑造出符合主体需要的理



想客体，这更是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人的认识的显著

特点在于它不仅能反映出对象本来如此的状态，而且能够反

映出对象满足于人类社会需要所应当具有的状态。 （3）认

识对客体的反映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包括一定的选

择性、重构性，而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摹写。认识对客体的

反映和摹写，即认识是以客体为原型的，认识一定含有反映

或摹写的内容。 3.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以实践为中介而

实现的 实践是主体-客体结构中的一种基本的功能关系,它表

现为主体借助工具与客体发生实际的物质的相互作用,是把主

体和客体真正联系起来的中介。认识之所以是主体对客体的

能动反映，正是由于实践不仅能把客观事物提供给主体作为

其认识的内容，而且能为主体提供加工、改造客体内容的认

识模式，从而把认识的反应性和创造性统一起来。恩格斯说

：“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

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 4.认识的结构 认识

活动是以主体观念地改变、占有客体为目的的活动。其中，

认识的主体是人，是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具有社会性的现

实的人，首先是从事改造世界活动的实践的人。它包括人类

主体、社会主体、集团主体和个人主体四种形式。主体的最

本质特性是社会性、实践性。认识的客体是与人的活动相关

的客观存在，首先是指作为实践活动准备的各种观察、探索

性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包括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

三种形式。认识的中介是以各种形式的认识工具、手段为要

素，包括运用和操作这些工具的程序和方法在内的系统，它

是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水平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志，它决定着

不同时代人们认识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主要由物质性认识工



具、观念（知识）性认识工具和作为感性符号系统的语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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