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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5_A6_82_

E4_BD_95_E9_80_9A_E5_c67_152431.htm 在自考公共课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专科考生的必考科目。十月的考试

即将来临，在此我把通过考试的方法介绍给大家，尤其要注

意考试最后阶段的复习要点和考场中的技巧。希望我的经验

能对考友们有所帮助，备战十月的考试。 哲学是一门高度抽

象的学科，学习哲学时就应考虑到这门学科自身的特点。以

下两方面是考友在学习和应考时应注意的问题。 摸规律，找

共性对哲学进行整体把握 许多人认为应考学习就是“死记硬

背”，而哲学课却是需要进行总体的、宏观地把握，要做到

这点，以下四点认识必不可少。 第一，哲学分为两大部分和

五小块内容。 两大部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五小块指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唯物论（物质，意识），辩证法

（三大规律，五大范畴），认识论（实践，认识，真理） 和

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史观（社会基本矛盾，阶级，国家，

社会革命，社会意识），群众史观（群众和个人）。各部分

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比如：唯物论部分侧重说明物质决定意

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辩证法部分则侧重说明事物（物

质或精神）是矛盾的、运动的、联系的、整体的、全面的。

搞清楚这些，在回答论述题时就不会偏离题目的基本方向。 

第二，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全部哲学的核心，无处不体现。 

对任何哲学问题既唯物又辩证的理解是学习时必须掌握的，

它体现在哲学教科书中所有的问题上。比如：关于运动，一

是强调运动是物质的运动（唯物论），二是强调运动的形式



是多样的（辩证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一是强调只有客

观的实践是唯一标准（唯物论），二是强调实践检验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过程（标准法）。关于矛盾， 质量互变，否定之

否定等也同样如此，一是强调其客观性或客观普遍性（唯物

论）；二是强调其多样性和复杂性 （辩证法）。搞清楚哲学

问题的唯物辩证原则，对学习哲学和解答试卷中的简答题和

论述题是大有益处的。 第三，由于哲学是事物存在本质和发

展规律最一般本质的最高概括和反映，所以， 在哲学中，有

几类关系模式应当掌握。 这几类模式是： 1.对立统一模式。

在理解和回答两个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辩证关系或对立统

一关系时，一般都可套用这一模式。对立统一模式的基本点

实质上就是六个字：对立，依存，转化。诸如辩证法五对范

畴，有限和无限，一般和个别，肯定与否定，相对性与绝对

性，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以及稳

定与发展，民主与法制等几十个问题，均可套用这一模式来

进行记忆和答题。当然必须说明，这个模式只是一般性的，

有的问题则带有其特殊性，回答时应予注意。比如，形式和

内容的辩证关系，既对立，又依存和相互转化。独特之处在

于二者还具有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重关系

。 2.相互作用（或叫决定反作用）模式。这种模式主要适用

于物质与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实践与认识，国体与

政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等几十个问题的记忆与答题。这一模式的基本点

实质就是五个字：决定，反作用。比如，物质与意识的关系

不能表示为辩证关系，只能用相互作用模式来理解：物质决

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至于决定什么，反作用具体又



如何回答、如何细分？如果考试时能够记住该题的答案则按

要求来回答，如果一时想不起标准答案，则可考虑：决定产

生，存在性质，发展方向和规律等，反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

极的，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等内容。 3.联系区别模式。这种

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它的固定性、规律性要差一些，我

们在此也将其作为一种模式来看待。它的基本点实质上就四

个字：区别，联系。这一模式也可运用在社会规律与自然规

律，法律与道德，哲学与具体科学，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关

系等几十种问题的记忆与答题上。同前一个问题一样，当答

题时忘记了要点，不妨考虑一下区别与联系是否可以从这些

方面找出来：产生，存在性质，发展方向和途径， 发挥作用

的方法和特点等等。 应当说明的是，哲学中除了一大批问题

可以分别（或混合）套用上述几种模式以外，还有许多问题

具有特殊性，即就事论事，这就无规律可循了，只能靠平时

的学习，理解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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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