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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204448.htm 1、实践是指人能动地

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实践的基本特征：客观现实性

；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实践，

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动的根

本前提；处理和变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践；科学实验。

限定和超越或限定中的超越关系，就是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

互作用的实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是通过主体对象

化和客体非对象化的双向运动而实现的。人对物质世界的实

践把握是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实现的，包括三个基本环节：确

立实践目的和实践方案；实践主体依据目的、方案通过一定

手段作用于客体；完成、检验和评价实践活动的结果，并根

据实践结果修正实践目的和实践方案，从而对实践活动本身

进行反馈调节。 2、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践对认识的决定

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

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实践的观点是马克

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认识

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指导主体自觉地按照客

观规律去从事改造世界的活动；对实践活动作出预测和规划

；指导主体选择实现目的的最佳行为方式；认识可以指导主

体将局部经验上升为理论；认识还可以使主体实现对自身的

认识，并自觉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改造客体的需要。认

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会

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当错误的认识指导



实践时，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的乃至破坏性的作用，使实践

失败。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

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

探索前进。 3、真理和价值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中。人

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要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

，通过一定的自我调节来解决真理和价值的冲突。一般说来

，这种调节总是要使价值服从真理，使需要服从可能，使暂

时服从长远，使局部服从全局。人们在实践中通过真理与价

值的相互引导、相互结合、相互过渡来实现真理和价值的具

体的历史的统一。 4、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

：意识形态的变化发展同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不一定完全同

步；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意识形态对社会经济

结构以及政治结构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能动的反作

用集中体现在意识形态维护或批判现实社会、调控社会和人

的活动这两大功能上。 5、文化与文明：文化是与自然比较

而言的，文化越发展，表明人类的发展越是依赖于自己所创

造的文化世界。文明是同野蛮、无知和愚昧相对立的，它标

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文明主要指人类活动

的结果，而文化则包括人类活动的整个过程以及活动方式、

活动手段；文明一般专指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而文化则包

括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其中既有积极成果，也有消极成果

。文化与文明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文明正是文化中进步、积

极、合理的成分的总和；一个社会的文化进步程度越高，社

会文明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社会文明具有多种形态。人类

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形态的有机统一体，人类文明也是



由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构成的统一体。作为

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文明，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

界的过程中所创造与累积的成果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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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