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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本题考查对旧唯物主义的理解，之所以是半截子的

唯物主义，主要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很容易得到答案C，

因为选项ABD的叙述明显有缺陷或错误的。 2.B 【解析】 本

题考查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

维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以这些具体科学为基础的；它

不是具体科学的总和，所以“哲学是科学之科学”的观点是

错误的；它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对科学的研究具有指

导作用。 3.D 【解析】“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的说法,

是一种夸大心理因素作用的唯心主义观点,可见,D符合题意.主

张物质与意识具有统一性的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故A

项本身不正确,也不符合题意。主张意识是人脑的分泌物,把意

识说成与物质一样的东西,是B项所述的庸俗唯物主义观点。

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是D项中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4.D 

【解析】 本题中的观点坚持用物质世界本身具有的某种特性

来解释自然界，但是它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查客观事

物，看不到自然界的一切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运动的、

变化的、发展的，所以是机械决定论的观点。 5.D 【解析】 

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革命变革的关键。

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解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克服了旧

唯物主义的缺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从而创立了唯物

史观。 6.B 【解析】 本命题承认感觉的内容是可观的世界，

且是对客观世界近似正确的反应；感觉的形式是主观的，内



容是客观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7.D 【解析】题干

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关于唯物主义的典型观点。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把世界的本原常理解为具体的物质形态,如

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即“金、木、水、火、土”等观点。这种

物质观承认和坚持了物质的客观性，但只是一种猜测，没有

科学根据，缺乏科学的抽象。 8.B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科学性表现为，它以事实为依据，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

，反对把世界和人的认识绝对化和凝固化，通过概括自然、

社会、思维发展的成果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

律。选项ACD观点正确，但是与题干连接起来就不是正确的

命题了，故排除。 9.B 【解析】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本身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系统化的方法论，其主要作

用是为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提供指导，提高人们

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和认识社会现象的能力。 10.D 【解析

】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是用水、火、气、土等具有物质特性的

“原初物质”作为 世界的本原，承认世界由运动变化的物质

组成，物质之间存在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尽管它坚持从

自然界自身去说明自然界，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仍有自发性

、直观性、猜测性的缺陷。 11.C 【解析】 对思维和存在何者

为第一性的问题(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不同回答，把所有

的哲学流派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凡承认物

质、自然和客观存在为第一性的就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反之

，凡把本原和第一性归结为精神、意识、思维的，就属于唯

心主义阵营。 12.A 【解析】 本命题尽管以客观事实(天下之

事物)为研究对象，但是在研究的过程中认为古今之天下没有

什么变化，只是具有相同内涵的同一模式随时间的推移的简



单重复，这是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考查客观事物，看不

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属于形而上学

的观点。 13.B 【解析】哲学的党性是指在世界观上坚持唯物

主义还是坚持唯心主义,这里一定要把哲学的党性与哲学的阶

级性区分开来。哲学的党性与哲学的阶级性是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的,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社会中,哲学从属于一定的阶

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哲学的党性是其阶级性在理论上的反

映。 14.C 【解析】 本题题干加了“恩格斯”、“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其用意是迷惑考生，其考点还是哲

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15.B 【解析】 辩证

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唯一方

式，没有脱开物质的运动，也没有不运动的物质，运动和物

质是统一的。 二、多项选择题 1.ACD 【解析】 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涵义比较简单，只需理解

识记即可，这里不再赘述，选项ACD均为其内容，B项明显

错误。 2.ABC 【解析】世界观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

观点,而方法论是指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所形成的观察事物、

解决问题最一般的方法和原则。世界观中包含方法论,方法论

中渗透着世界观。所以,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致的。 3.BC 【解

析】 对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即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的

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区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唯物主

义哲学家和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是可知的，有些唯

心主义哲学家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或思维只能认识现象，

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4.ABD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物

质与意识的关系置于实践的基础上，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形

而上学性，彻底驳倒了唯心主义，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的高度统一和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有机

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哲学，

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5.BCD 【解析】在哲学史上大多

数哲学家包括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都认为思维能认识存在,即

都是可知论。而只要承认思维能认识存在,也就必须承认思维

能正确认识存在,这是一致的。所以在回答思维能否正确认识

存在的问题上,唯物主义都是肯定的回答,而有些唯心主义做出

肯定回答,有些则不是。由于不可知论否认世界的可知性,当然

也就否认思维能正确认识存在。 6.CD 【解析】 自19世纪上

半叶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至今一百多年中，在欧美各国产

生和流传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主要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两种思潮：以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

推崇科学知识，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贬低人

文科学；以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代表的

人本主义则反对科学和理性，提倡非理性主义，把科学技术

作为当代人的“非人化”的根源而予以批判。 7.ABC 【解析

】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用水、火、气、土等具体实物作为世界

的本原，承认世界由运动变化的物质组成，物质之间存在对

立、斗争和相互转化。它坚持从自然界自身去说明自然界是

有进步意义的，但也具有自发性、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

选项D机械性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特点。 8.ABCD 【解析】 现

代西方哲学主要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思潮。马克思主

义哲学反对科学主义，但重视科学精神，反对抽象人本主义

，但重视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注意到现代西方哲学中

某些合理的有启发的东西，力求在当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

上，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达到更完美的统一。 9.ABCD 【



解析】 人本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流派之一，以叔本

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和存在主义为代表，其核心思想是反

对科学和理性，提倡非理性主义，认为意志是万物的本原和

墓地，生命本身是权利意志，把科学技术作为当代人的“非

人化”的根源而予以批判，提倡超人哲学，在社会和人生态

度上、提倡悲观主义。 10.ACD 【解析】现代西方两大思潮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待现代西

方哲学不能采取支持一种思潮，反对另一种思潮的方法，而

应该批判地吸收其合理的因素。 11.ABC 【解析】 客观唯心

主义把某种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意识变成独立的存在

，并把它作为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的创造者。本题ABC都符合

客观唯心主义的特点，所以都选。而D主张物质世界是主观

精神的产物，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不能选。 12.AD 【

解析】 选项BC都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13.ABD 【解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哲学的对象、内容和作用都发生

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真正科

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4.BCD 【解析】 本题不难选择，选

项BCD均为科学技术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选项A

错误。 15.ACD 【解析】 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是现代西方哲

学中的两种主要思潮，两者虽然都有合理的思想和内容，但

都是(包括现代实用主义)从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愿望、好恶出

发有取舍地研究客观现实，最终都滑向了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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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