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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记忆） １、人类两项基本活

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２、世界观和方法论：世界观就

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

。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

法。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世界观是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方法论是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３、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

说，是具体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

世界观的体现。 ４、马克思主义哲学：⑴性质：马克思主义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伟大

的认识工具。（我们之所以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

观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完美

的结合起来，即它对世界的看法，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

不仅是唯物的，而且是辨证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

由于受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及自身的阶

级局限性，它们都没有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真正的结合起来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完美的结合起来

，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对自然

界的观察是既唯物又辨证的，而且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也是既

唯物又辨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

而且承认社会历史的客观性，这就彻底坚持了唯物主义。同

时，它既强调社会历史条件的客观性，又充分肯定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这又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我们之所

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内容不仅科学地解释了世界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更

重要的是它科学地指出了人们应该怎样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 ⑵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以这一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

，并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⑶意义：①有助于树立科学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②有助于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③有助于在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时，得出正确的结

论。④有助于分析人生的重大问题，指导自己在人生道路上

前进。⑤有助于激发想象力、创造力，以科学的思维方法为

指导搞好学习和工作。⑷学习的原则：坚持思想联系实际的

原则，着重于理解，更着重于应用。 ５、准确把握哲学与世

界观的关系。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系统化、理论化

的世界观。世界观几乎人人都有，但一般人的世界观是朴素

的、自发的和缺乏理论论证的，只有把这些朴素的、自发的

、缺乏理论论证的世界观形成一套体系，然后用某种理论的

形式表现出来，才是哲学。 ６、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学说，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 ７、哲学和具体科学之间是

有区别的。 考点二、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 知识点１、

物质（记忆） （１）、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

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２）、物质概念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大厦的基

石。物质的概念指明了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

本质是物质。 （３）、注意：①物质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

具有客观性。②物质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具有可知性。世



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物质，只有尚未被认识的物质。③客观

实在性是物质的惟一特性，是万事万物共性的抽象和概括。

它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对它的认识。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它的

物质性。④要明确哲学中的物质和物质的具体形态的关系：

前者是对物质具体形态的共同属性的抽象和概括，作为物质

具体形态的共同属性，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永恒的、不

灭的，而物质的具体形态是暂时的、可生可灭的。物质和物

质的具体形态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⑤要

明确哲学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的关系：自然科

学中的物质概念只涉及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的具体特征，而

哲学上讲的物质概念则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物质具体形态的

共同特点，即客观实在性。⑥要把握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多样性是指世界上存在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物质的具体

形态和现象；但世界的本质只有一个，是物质而不是意识，

这就是世界的统一性。 （４）、正确理解“客观实在”与“

客观存在”两个概念。①“客观实在”与“客观存在”是两

个不能等同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客观存在”

是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它都

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客观实在”是对

世界万事万物和现象的共同特性的抽象概括，相对于意识来

讲它是第一性的东西，它不包括精神、意识现象。②而“客

观存在”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它既可以指具体的物质形态

，也可以指具体的思想。对于任何人来说，“客观存在”的

东西除了物质现象外，还有精神、意识现象。比如，他人的

思想对于我来说就是客观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承认他人

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承认了他们的思想是“物质



”的。因为他人的思想、意识虽然对于我来说是“客观存在

”的，而不能说是“客观实在”。否则就混淆了物质和意识

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界限。总之，“客观存在”与“

客观实在”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客观实在”是一种“

客观存在”；“客观存在”不仅包括具有“客观实在”性的

物质现象，还包括不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精神、意识现象

。 知识点２、自然界，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是客观的（理解

） （１）、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①自然界先于人

和人的意识而存在。②人类产生之后，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

也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无论是利用自然物，还是改造自然

物，其基础、前提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及其属性。 （２）、

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①社会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

结果。②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客观的

。③支配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 （３）、世界的物质性原

理：内容：辨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并能为人

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神，无所谓神

的创造作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依赖于人

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整个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客观存

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②方法论：这一原理要

求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正确处理主客观的关系，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 知识点３、人们改造自然，变革社会的活动，要以

承认自然、社会的客观性为前提（理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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