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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材冲刺模拟试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二) 第一部分 选择

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在

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

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 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系是 ( ) A.高级和低级

的关系 B.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C.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D.全局和局

部的关系 2.哲学研究的规律适用于 ( ) A.自然的某些领域 B.人

类社会的某些领域 C.人类思维的某些领域 D.自然、社会、思

维各个领域 3.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是 ( ) A.

实用主义哲学的观点 B.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C.科学主义哲

学流派的观点 D.人本主义哲学流派的观点 4.“未有世界之先

，毕竟是先有理”，这是 ( ) A.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B.贝克莱主

义观点 C.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D.实证主义观点 5.物质无非是各

种物的总和，物质范畴就是从这种总和抽象出来的。这种观

点属于 ( ) A.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B.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 C.形

而上学的物质观 D.唯心主义的物质观 6.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时间和空间是 ( ) A.一种同物质运动无关的客观存在 B.一种先

验直观的形式 C.运动着的物质本身 D.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

式 7.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这表明 ( ) A.人

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器官 B.人脑是意识的惟一源泉 C.意识是

人的头脑中固有的 D.意识是人脑中自生的 8.“不唯书，不唯

上，只唯实”，这种观点属于 ( ) A.实用主义观点 B.唯物主义



观点 C.实证主义观点 D.科学主义观点 9.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系统是指 ( ) A.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B.构成事物诸要素的总汇 C.

相互联系的各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 D.物质运动的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 10.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

的同一性是指 ( ) A.思维中的前后一致 B.事物之间的共同点 C.

矛盾双方互相联系的性质 D.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 11.唯物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其斗争焦点在

于是否承认 ( ) A.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B.事物和现象

都是普遍联系的 C.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D.一切事物都有

自己确定的性质 12.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

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坚持 ( ) A.

普遍联系的观点 B.永恒运动的观点 C.实事求是的观点 D.两点

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 13.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容和形式

分别是 ( ) A.现实事物的内在要素和结构方式 B.现实事物的内

在联系和外部表现 C.现实事物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D.现实事

物的内在性质和外部特点 14.“假象和真相一样具有客观性”

，这是 ( ) A.折衷主义诡辩论观点 B.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C.相对

主义的观点 D.形而上学的观点 15.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 (

) A.改造社会的实践 B.科学实验的实践 C.物质生产的实践 D.

阶级斗争的实践 16.“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与“从感觉和思想

到物”这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属于 ( ) A.唯物主义辩证

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对立 B.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形而上

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对立 C.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与主观唯心

主义认识论的对立 D.唯物主义反映论与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对

立 17.人们对于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 ( ) A.由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能完成 B.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才能完成 C.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一个完整过程才

能完成 D.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18.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就等于承认了 ( ) A.真理的至上性 B.

真理的绝对性 C.真理的有用性 D.真理的全面性 19.实践高于

理论的认识，这是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具有 (

) A.绝对性的品格 B.确定性的品格 C.能动性的品格 D.直接现

实性的品格 20.劳动作为一个具体的过程，它是 ( ) A.劳动的

一般性质与劳动的社会形式的统一 B.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

换过程 C.人与人之间的交换活动的过程 D.人们在生产中分工

协作的过程 21.生产资料包括 ( )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B.劳动

者和生产工具 C.劳动者和劳动对象 D.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22.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面是 ( ) A.人们在生产

中的地位和作用 B.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 C.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形式 D.人们互相交换产品的方式 23.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表

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 ( ) A.社会意识对社会存

在具有反作用 B.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发展不完全同步 C.社

会意识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D.社会意识具有历史继承

性 24.由于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构成的，

因此社会历史 ( ) A.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B.没有客观规律可

以遵循 C.发展规律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 D.发展规律是

人的思想动机创造的 25.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分裂为阶级

的根本原因是 ( ) A.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暴力掠夺的结

果 B.产品分配不公的结果 C.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

品的结果 D.由于在生产中出现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结果 26.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 ) A.惟一形式

B.基本形式 C.必要形式 D.辅助形式 27.科学既是知识的理论体



系，又是 ( ) A.获得知识的社会认识活动 B.技术专家的技术发

明活动 C.学校教师的传授知识活动 D.科学家的著书立说活动

28.在制约科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中，最主要的是 ( ) A.政治

上的民主或专制 B.社会制度的先进或落后 C.物质生产发展水

平的高低 D.哲学指导思想的正确或错误 29.在把生产力发展作

为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时，不能忽视 ( ) A.评价社会进步的其

他标准 B.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C.人口因素在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D.国际环境的影响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0.马克思

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

是 ( ) A.分辨善恶的本性 B.趋向和追求自由的本性 C.争取民主

、反对专制的本性 D.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二、多项选择题(

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

备选项中有二个至五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

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31.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是 ( ) A.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总汇

B.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C.唯物主义自然观

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D.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

一般规律的科学 E.高居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 32.下列各项正确反映意识的能动作用的原理的有 ( ) A.志

不强者智不达 B.理想是前进的灯塔 C.知识就是力量 D.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 E.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33.割裂发展的前进性

和曲折性的统一，就会导致 ( ) A.冒险主义错误 B.悲观主义错

误 C.直线论错误 D.循环论错误 E.盲目乐观的错误 34.下列各

项正确反映可能性和现实性关系的有 ( ) A.可能性存在于现实

性之中 B.现实性是实现了的可能性 C.现实性中往往存在着两

种相反的可能性 D.现实性中只包含一种可能性 E.多种可能性



中只有一种能变为现实 35.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实

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因为 ( )

A.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 B.客观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

程 C.人们的认识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 D.人们的认识受到科学

技术条件的限制 E.人们的认识受到实践经验、知识结构和水

平的限制 36.下列各项属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有 ( ) A.国家

政权 B.人口因素 C.地理环境 D.阶级构成 E.生产方式 37.社会

形态的基本划分法有两种，一种是经济社会形态划分法，一

种是技术社会形态划分法。下列各组有一组属于经济形态系

列，一组属于技术社会形态系列，它们分别是 ( ) A.自然经济

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B.农业社会、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C.古代社会、近代社会、现代社会 D.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转型社会 E.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开放社会 38.

下列各项属于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 ( ) A.统治阶级不能照旧不

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 B.被统治阶级的贫困和苦难异乎寻常地

加剧 C.被压迫人民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大大地提高 D.革命

阶级的革命政党的建立及其正确领导 E.群众积极性大大提高

并投身于独立的历史行动 39.交往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但最基

本的形式有两种，它们分别是 ( ) A.商业交往 B.战争交往 C.物

质交往 D.人员交往 E.精神交往 40.下列各项正确反映必然与自

由的关系的有 ( ) A.只有正确认识必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B.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C.自然就是摆脱必

然性的束缚，不受必然性的制约 D.自由与必然可以在实践的

基础上达到统一 E.人类的兴衰祸福都服从于必然性的安排，

没有选择的自由 第二部分 非选择题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4小

题，共26分) 41.简述意识的主观特性。(7分) 42.简述实践对认



识的决定作用。(7分)〗 43.简要说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生

产关系的基础。(6分) 44.简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关系。(6分)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请任选2小题作答，全部作答

只按前2小题评分。每小题12分，共24分） 45.试述尊重客观

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的原理及其对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指导意义。(12分) 46.试述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自

由和必然的关系。(12分) 47.说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以及我国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12分)[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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