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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讲究方法和窍门的。 本文将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遵

循记忆规律，介绍一些便于操作的有针对性、实用的记忆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和窍门。 （一）自写“教案”法 此法是

解决自学者面对厚厚的哲学教材无从下手这一难题的有效办

法。自学者给自己当老师，可以按自己制订的学习计划，根

据指定的哲学教材的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点分析为基

本框架，像老师授课教案那样写出自己的“教案”，然后，

回过头来学习这个“教案”，自己给自己“讲课”。例如，

在学习“真理”这个概念时，可写“教案”如下：1.定义：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们意识里的正确反映。2.理解

①真理是一种正确反映，它属于意识的范畴，不是客观实在

。②真理的物质承担者是人的头脑，不是别的。③真理的内

容来源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3.举例和应用例1，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是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例2，中专生所学的专业知识是

真理，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对某一学科或领域中的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自写“教案”记忆法的意义有

两点：一是便于自己学习；二是促 进自己学习。写“教案”

的过程，也是人们最全面、最深刻、最扎实地学习的过程，

它对自学者理解并记忆哲学内容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手脑口并用”法 所谓“手脑口并用”，就是边用脑子记

，边用手写，边用口念，三者齐动来记忆。“手脑口并用”



记忆法不仅使记忆扎实牢固，而且由于平时手写口念数遍，

答题时便“顺路”了，能收到快而准确的效果，更能避免错

别字。 （三）“联系”法 所谓“联系”记忆法，就是联系人

们所熟悉的人或事来记忆有关哲学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

忆划分阶级的标准：土地改革时，在农村划分成分，不是看

其政治立场，也不是看其人际关系，而是看其对土地等生产

资料占有的状况如何，以此便可记住了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经

济标 准而不是其它。再如，可以这样记忆马克思的诞 辰日“

马克思一巴掌一巴掌把资本主义打得呜呜哭”（1818年5月5

日）。大家可以根据自身 的情况灵活运用这一方法。“联系

”记忆法既使 我们比较容易地记住了有关哲学内容，更使我

们在寻找“联系”的过程中加深对这一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四）编“顺口溜”法 法就是把一些哲学内容编成朗朗上口

的“顺口溜”来记忆。如可这样记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世界现象是，物质和意识，物质为第一， 意识居于次，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世界虽多样，本质是统

一，统一于什么？回答 是物质”。将哲学内容编成“顺口溜

”，我们既看重其结果使我们的记忆便捷，更看重其过程苦

思冥想编写“顺口溜”的过程，便是学习过程。 （五）“删

繁就简三春树，标新立异二月花”法 首先，要牢记每一个题

的开头部分，这对记忆全题至关重要。许多人在考试答题时

只要知道了开头，全题也就知道了。牢记开头可有效地避免

出现平时都背下来了，但考试时不知答哪个题的现象。其次

，“删繁就简”强化记忆要点和关键词，以此带动整个题的

记忆。例如，“主次矛盾的关系”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关系

”问题，可这样区别记忆：前着讲的是在众多矛盾中，一个



矛盾为主，其余矛盾为次；而后者讲的是一个矛盾中有两个

方面，一个为主要方面，另一个为次要方面。记住了这些关

键词，两个关系便可分别地、清楚地记住了。另外，为了防

止混淆， 可在平时建立卡片，在上面记几个关键词或要点，

其余内容用省略号即可，如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正确反

映”，这就像“三春树”一样重点突出，像“二月花”一样

引入注目。 （六）实际训练法 自觉地、主动地把所学哲学内

容用于现实生活之中，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来理解和记忆。例

如，“1995年冬季我国农村集中精力大搞 农田基本建设”可

以用抓主要矛盾的原理加以解释；又如，“在我国现阶段允

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用质量互变

规律来解释：再如，“在工作、学习中常原理来解释，等等

。实际训练记忆法有利于锻炼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哲学水平。这种方法也是我们直接记忆

哲学内容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