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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2/2021_2022__E9_A9_AC_

E5_85_8B_E6_80_9D_E4_c67_152691.htm 复习要求：熟记基本

概念和基本原理，多做、重复做各种练习。警告：本要点是

为同学复习方便而列，并非要点的全部内容，复习时务必理

解要点中的全部内容。不能只知是什么，而是要知为什么。

第一部分 绪论1、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关于自

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世界观和方法

论的统一。2、哲学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

两方面内容：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二是思维和存

在有无同一性。它是任何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划分唯物和

唯心、可知和不可知的标准，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基础，是

实际工作中的根本问题。3、唯物主义三种形态：古代朴素唯

物主义（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近代形而

上学唯物主义（抛弃了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4、唯心主义两种形

态：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主观精神、感觉意志派生世界）和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理、理念、绝对观念派生世界）。5、辩

证法的三种形态：古代朴素辩证法、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

法。6、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于自然、社

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产生有社会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自然科学

基础（主要是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

生物进化论）、直接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7、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



学史上的伟大变革：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起来，

第一次把唯物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统一起来并与剩余价值学说

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第一次科学地把理论和无产

阶级实践统一起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

关系是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哲学

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用哲学代替具

体科学和取消哲学的观点都是错误的。8、哲学的党性原则：

全部哲学都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第二部分 

唯物论1、物质观：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

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古代朴素唯物论把物

质归结为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如土水火气，近代形

而上学唯物论把物质归结为原子。列宁的物质定义指出了物

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同唯心论、二元论划清了界限

；指出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同唯心先验论和不可知论

划清了界限；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做了最高的哲学概括，同

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哲学的物质和具体科学的物质是共性

和个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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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