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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8_BE_85_

E5_AF_BC2006_c66_158261.htm 第四讲实践和认识 一、认识

论领域中的理论分歧 （一）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哲学

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1、可知论：主张人们可以认识世

界。 2、不可知论：主张人们不能或不能彻底认识世界。 （

二）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对立 1、唯心主义

认识论：坚持“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路线，主张反映

论。 2、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

识路线，主张先验论。 （三）旧唯物主义的消极反映论与辩

证唯物主义的能动反映论的区别 1、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消极

反映论 缺陷：第一，不懂得实践，把实践排除在认识论问题

之外。 第二，不懂得辩证法，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

（只讲摹写性） 2、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革命能动的反映论 

特点：第一，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 第二，把辩证

法应用于反映论。 二、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

的观点（P53） 实践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形式 实践与认识的辩

证关系 三、认识的结构和本质 （一）认识活动的基本要素 1

、认识主体 2、认识客体 3、认识工具（中介） 4、主体与客

体的对立统一关系 （二）认识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

，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三、认识

的基础实践 （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1、实践使事物的特性

充分显露，为人们的认识的发生提供可能性。 2、实践使人

的感官与事物相接触，认识的形成由可能转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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