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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201445.htm 一、旧唯物主义的缺

陷： 1、机械性：用机械力学的观点解释物质的全部运动：

人也成为机械 2、形而上学性：孤立、静止、不变的观点。 3

、不彻底性：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历

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 二、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 1、阶级

根源：在阶级社会，唯心主义哲学受到反动没落的社会阶级

的拥护和利用，所以得到保存和留传。 2、社会根源：社会

分工、脑体劳动分离，为片面夸大精神意识的作用提供了条

件。 3、认识论根源：在认识过程中，将认识的某一特征、

方面、部分加以夸大：将认识过程中的感性阶段夸大、绝对

化，导致主观唯心主义。（如：将认识过程中的理性阶段夸

大、绝对化，导致客观唯心主义.如；绝对理念） 三、哲学上

的对立和斗争： 1、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 2、辩证法与

形而上学发展观斗争：古代的辩证法是朴素的：以门巴尼德

为代表。 近代的辩证法是唯心的：以黑格尔为代表，表现：

不用发展与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认为发展就是重复，是增加

或减少。 现代的辩证法是唯物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代表

。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 1、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 2、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的理论体系； 3、是关于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 4、是以科

学的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

观与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体系。 五、马克思主义的特

点： 1、最显著的特点：阶级性---公开申明为谁服务； 实践



性---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

2、重要特点：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革命性建立在科学性

基础之上，即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之上的。 革命性：集中体

现在它的批判精神上：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观察事物，本质上

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批判与革命的。反对把客观世界和人的认

识绝对化，僵化。 科学性：指它在实践的基础上，以事实为

根据，以规律为对象，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

科学的成果，提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 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一般与个别： 抽象与

具体： 指导与被指导： 普遍与特殊： 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的革命： 1、在哲学发展史上第

一个在科学的基础上把辩证法与唯物论相结合，并将其贯彻

到社会历史领域，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

一与结合，从而使哲学第一次获得真正的科学性，成为完全

科学形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2、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使研究社会历史学问题的各门学问与自然科学一样，具有

精确性； 3、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一起使社会主义

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地提示了资本主义内

在的矛盾；剩余价值学说披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二者

共同指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 4、第一次

正确性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摒弃了以往认为哲

学是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绝对真理的观点；摒弃了把哲

学凌驾于科学这上，当作科学之科学的幻想；明确指出：一

切具体科学都是哲学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是指

导作用，而不能取而代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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