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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提要 【重点考点所在】重点是第三、四、五、六章，尤

其是前三者。它们本身是该学科的重点难点内容；历年试题

，尤其是辨析题和分析题这类主观大题也主要集中在这几章

，这就更证明了它们应该成为复习重点。其他各章主要考到

选择题，其中某些知识点和原理有出到大题的可能性。 『出

题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出题特点有：①题干部分常

用历史典故、科学事例、社会现实事例来命制，考察考生对

原理的理解运用能力。但一般而言，不直接涉及现阶段的方

针政策事例，相对而言与社会现实保持一定距离；②只要把

握好考点，选择题和分析题都可以在相对脱离题干和材料的

情况下解题。选择题多数只要是选项正确的就考虑选。分析

题更侧重于要求答出较完整的原理。 『06年、07年分析题出

题特点』06年所有分析题的出题特点是：问到两个以上的问

题，考察到两个以上的跨章节考点。体现了试题的综合性考

察方向。07年很有可能沿用这种出题特点。 第一章 哲学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 1、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唯物史观的意义(选择题) 【96年理科第11题，97年文理科

第11题】来源：考试大 第二章 唯物论 1、物质与运动、时空

的不可分割关系、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选择题) 【96年第1 题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表明惠能的观点是

。06年第1题：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这一论断的哲学涵义



是】 2、实践的定义、特点、形式等(选择题) 3、自在世界和

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实践活动的关系(多年考到的选择题) 

【02年文科第1题，理科第1题，03年第2题，04年第2题，05年

第34题】 4、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非常可能的选择题) 【99

年文科第2题，00年理科第1题，01年文科第2题，理科第3题

，02年文科第16题，理科第17题，05年第1题：广大农民在致

富奔小康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要富口袋，先富脑袋”，其哲

学上的含义是】 第三章 辩证法 1、联系的普遍性、相关的整

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选择题和分析题的某个方面) 【01年理

科第17题：DNA遗传信息，04年第31题：漫画“任务终于落

实到人了”，05年第16题：只要通过“电子邮件的六次信息

接力“，一个人就可以同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联系上，06

年第38题Ⅱ：用普遍联系的观点说明人类面临的三重困境】 2

、四大辩证法范畴：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结

果、可能和现实(尤其是前二者，选择题或分析题的某方面) 

【96年理科第23题：辨析：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表现本质，偶

然的、零碎的、稍纵即逝的现象就无本质可言。95年文科

第23题：辨析：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3、质量互变规律：其

考试方向：①度(选择题)；②关于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即连续性和阶段性、渐进与飞跃的统一(分析题的某个出题方

向) 【01年理科第2题：鲁迅评《三国》人物塑造，98年文科

第12题：中国古代格言成语体现质量互变规律的有】 4、否定

之否定规律：其考试方向：①对待一切事物的辩证否定即批

判继承的态度；②理解事物的发展趋势和道路即前进性和曲

折性的统一。(分析题的某个出题方向) 【04年第37题Ⅱ：(3)

在两制并存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更快地实现自



身的发展？】 5、矛盾规律(选择题和分析题。必考，考分析

题的可能性很大) 【01年理科第16题：中国加入WTO的启示

，03年第16题：“和实生物，同则不继”，04年第17题：广

告画说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同一性；04年第37题Ⅱ：(3)在两

制并存的背景下，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才能更快地实现自身的

发展？93年第15题：“白马非马”割裂了事物的⋯关系；99

年文科第35题：分析题：某鞋场的生产营销策略；00年文科

第33题：论述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请用唯物辩证法

矛盾学说阐述对它的看法；03年第37题Ⅱ：(3)运用矛盾的不

平衡性原理分析解决南北问题的正确途径，06年第34题：守

河堤老兵关于石兽“逆流而上”的见解对我们辩证地思考问

题有何启示？】 第四章：认识论来源：考试大 1、实践与认

识的辩证关系：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

作用(选择题或者分析大题的某方面) 【06年第3题：“知屋漏

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这一古训蕴含的哲理是，03

年第3题：人的视觉与光谱；02年理科第2题：马克思原话：

搬运夫与哲学家的区别小于家犬与猎犬的区别；96年文科

第27题：辨析：科学活动中，为了公正，应当避免“有色眼

镜”，应当排除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和哲学指导，使人们对一

切理论持中立态度】 2、认识的发展过程原理(考到的概率很

大，且涉及到大题的可能性很大) 【99年文科第3题：“机遇

偏爱有准备的头脑”；00年理科第17题：同一棵树，在木匠

、画家、植物学家看来不同。00年理科第30题：辨析：凡是

亲眼所见，都是对客观真理的否定。02年文科第31题：辨析

：古希腊哲学家说，如果没有理性，眼睛是最坏的见证人



。03年第34题：分析题：“伯乐相马”】 3、真理观(多年考

到分析题，今年选择题、很可能的大题考点) 【06年第34题：

庙僧按照常理，认为石兽应顺流而下。从真理的具体性分析

其失当之处。97年文科第23题：辨析：“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是对客观真理的否定，01年第34题：分析题：关于丁肇

中的夸克模型，】 『模拟试题』 故事1：相传在古时候，两

个穷乡僻壤的樵夫相遇，在劳动间歇，遥想着皇帝的生活说

：“皇上每天上山砍柴，用的恐怕是金斧头吧”。 故事2：

相传清末，有河北的农民在夏夜乘凉，想象着慈禧太后在紫

禁城里的生活。有人说到：“老佛爷在宫里的生活好得没得

说，顿顿都吃烧饼卷大葱。到了夏天的晚上，坐在老槐树下

乘凉，有宫女给摇着扇子。老佛爷肚子饿了，就喊一句：‘

太监，拿柿饼来！’” 故事3：古时候，北方的市集上来了

一只大象，人们很稀罕，都跑去看大象。有几个瞎子看不见

，就去摸象。摸过之后，那几个瞎子交流感受。有一个说：

“大象象条蛇，又长又细”。另一个说：“不对。大象象蒲

扇，又薄又软”。又一个说：“也不对，大象象堵墙，又大

又宽”。最后一个说：“都不对，大象象柱子。又圆又粗”

。原来，瞎子们摸到的分别只是大象的尾巴、耳朵、肚子和

腿。 (1)请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有关原理分析上述故事

。(6分)来源：考试大 (2)“盲人摸象”的故事对我们辩证地看

待、思考问题有何启示？试举一例说明之。(4分) 【考点与试

题分析】 考点：①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尤其是实践

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的知识点。该原理与知识内容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原理重要内容认识论部分的重要考点。②认识和实践

的有限性原理。③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及其认



识的发展过程原理。④辩证法的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 本题

这类运用典故和故事设计出题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分析题的考察中很常见，考生应当加以注意。 【答案要点】

(1)前两个故事较贴切地说明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实践

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人们的认识包括想

象，归根到底都来自实践。故事中的樵夫和农民，他们头脑

中关于富裕生活的认识，来自于其有限的相对落后的生活生

产实践。他们对于皇家生活，既无直接的感性经验，也没有

其他方面的间接经验，所以他们对皇家生活的想象与实际情

况是大相径庭的。(2分) 后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说明了

认识论方面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每个瞎子各

自只是获得了关于大象的感性认识，这些认识和感性经验是

片面的、粗浅的、有限的，只是对于事物的初步的现象层面

的反映。感性认识和经验有待于丰富、全面，并上升到理性

认识并最终得到实践的检验。瞎子们对于大象的概念只是建

立在片面有限的感性认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所以陷入了谬误

。(2分) 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人的认识和实践的有限性，人们的

实践是有限的，感观能力和感性认识是有限的，理性能力和

理性认识也是有限的，所以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每一时代和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人的认识只有经过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

展过程，才能获得准确的认识，也才能达到日益丰富的实践

水平和成果。(2分) (2)“盲人摸象”的故事启示人们要用联系

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事物本身是多方面的，丰富的，客观

事物的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和多样的，这就要求人们用全

面的观点看问题，不要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



方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2分) 考生应当举出历史上和

现实中有关全面联系看问题的一个事例或者故事，指出其所

蕴涵的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原理，并说明其重要性。(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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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