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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试题课程代码：0000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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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的对象

是（ ）A．自然界的具体规律 B．人类社会的特殊规律C．人

类思维的个别规律 D．世界总体的一般规律2．细胞学说、能

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

生提供了（ ）A．社会实践基础 B．阶级条件C．思想理论来

源 D．自然科学前提3．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

（ ）A．掌握各种理论知识 B．确立科学的世界观C．掌握具

体的工作方法 D．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4．马克思主义哲学认

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 ）A．持续性 B．广延性C．客观实

在性 D．可知性5．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时间和空间是（ ）A

．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 B．感性直观的先天形式C．运动着的

物质本身 D．独立的运动主体6．在意识的本质问题上，庸俗

唯物主义的错误在于（ ）A．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 B．否认

意识的历史继承性C．认为意识是人脑的分泌物 D．认为意识

是静止不变的7．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在于（ ）A．自

然规律是客观的，社会规律是人制定的B．自然规律自发地起

作用，社会规律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C．自然规律没有阶

级性，社会规律有阶级性D．自然规律是可知的，社会规律

是不可知的8．一些地方的人们掠夺性地滥挖草原上的甘草、



发菜，过度放牧，获得一定经济利益，然而却破坏了草原植

被，造成土地荒漠化，一遇大风，沙尘暴铺天盖地而至，给

人们带来巨大灾难。这些人们（ ）A．只看到事物的客观性

，没有看到人们的主观能动性B．只看到物与物的联系，没有

看到人与人的联系C．只看到眼前的直接联系，没有看到长

远的间接联系D．只看到事物的绝对运动，没有看到事物的

相对静止9．“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

体”。这是一种（ ）A．唯物辩证法观点 B．相对主义观点C

．形而上学观点 D．主观唯心主义观点10．“居安思危”这

名话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A．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相互转化B．矛盾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C．内因和外因

相结合推动事物发展D．事物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11．

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在于（ ）A．事物的变化是否迅

速 B．事物的变化是否明显C．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范围

D．事物的属性是否发生了变化12．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在于

（ ）A．现象是客观的，本质是主观的B．现象是相对的，本

质是绝对的C．现象是可以认识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D．现

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13．我国著名

科学家王选经过刻苦研究，认识不断深化，研制成功了汉字

激光照排系统，使汉字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进入光和电的

时代。王选的发明，从哲学上看，说明人的认识具有（ ）A

．摹写性 B．创造性C．反复性 D．无限性14．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有两点根本区别，其中一点是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强调认识是充满矛盾的辩证发展过程，另

一点是它强调（ ）A．认识开始于感性经验 B．世界是可以

认识的C．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D．实践是认识的基础15



．有人轻视感性经验，把书本上的理论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

，一切从本本出发。这在认识论上犯了（ ）A．类似经验论

的错误 B．类似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错误C．类似唯理论的错误

D．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与更多考生交流，请进考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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