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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经部分浓缩归纳16要点1、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1）

意识的产生 （2）意识的本质 （3）意识的能动作用 （4）物

质和意识的关系 （5）一元论和二元论 2、唯心主义的两大派

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史上互相对立的两大基本派别

。唯心主义内部也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一种叫做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把精神，即人的感

觉、经验、意志等看作是世界的本原，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神秘精神力量看作是先于物质世界、独

立于物质世界之外而存在的。 唯物主义的发展阶段 古代朴素

唯物主义者把物质归结为某种或几种具体物质形态，是从物

质本身来说明物质，而不是把物质看成是某种精神或神所创

造的，但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没有揭示物质的真正本质，

也不可能解释物质世界的无限多样性。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

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物质

观开始取代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这种物质观克服了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和猜测性。认为物质就是原子，

原子的特性也就是一切物质的特性，从而把原子这一物质的

具体形态、结构看作一切物质的属性。这种唯物主义与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一样不能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历史领域，不能解

释社会的物质性。在历史领域必然陷入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成

为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



命变革。 3、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现代西方哲学一般是指19

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后，一

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传播，另一方面是现代西方

哲学的出现和发展。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存在两大思潮：即科

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为法国哲学孔德

所开创，人本主义思潮为德国的叔本华所开创，这种哲学承

认哲学的世界观功能，重视对世界本体和人生根基问题的探

讨，认为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本质只能借助于非理性的生命直

觉和神秘的内心体验。 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总体上

都属于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表现形式。 人的本

质和人的价值 （1）人的本质的科学含义及特点 （2）人的双

重价值的含义及对人生价值的评价 （3）以人为本实现人的

全面发展 4、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特殊形式 静止是指物质

运动中的相对稳定状态，是运动的特殊形式。静止有两种表

现：一是指一事物相对于其它事物来说没有发生位置的变化

。二是指事物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任何事物的存在和

发展都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运动是永恒的、无条

件的，因而是绝对的，静止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

相对的。在相对静止中总是包含着绝对运动的一面，不运动

的纯粹静止是没有的；反过来，绝对运动中也有相对静止的

一面，没有相对静止的纯粹运动也是没有的。 承认事物的相

对静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相对静止是运动的量度，只有

承认相对静止的存在，才能说明某一运动是什么事物的运动

和什么形式的运动。第二，相对静止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

，只有承认相对静止，才能说明物质世界的多样性。恩格斯

指出静止是生命产生的条件。第三，相对静止是事物存在和



发展的条件，它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事物的可能。 5、物质及

其存在形式 （1）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2）时间与空间的含义

及其与物质运动的关系 6、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1）实践

的定义、特点及其基本形式 （2）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

互作用 （3）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特点 7、形而上学的机械

决定论只承认必然性，完全否认偶然性；唯心主义非决定论

把一切都看成是纯粹偶然的，否定必然性。 辩证的否定 否定

是事物发展的推动力量，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

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辩证的否定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第一，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事物的发展只有经过批判

、否定才能实现。第二，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否定体

现着新旧事物之间的历史联系。 作为发展环节和联系环节的

辩证否定就是扬弃。扬弃就是对旧事物既克服又保留：克服

体现了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保留体现了发展过程的连续性

，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是包含着肯定因素的否定。

8、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及其关系 （1

）质、量、度的含义及特点 （2）量变与质变的复杂性及其

相互渗透 （3）“左”和右的错误 9、对立统一规律 （1）唯

物主义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及其原因 （2）矛盾的两个基本

属性的含义及其关系 （3）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在事物发

展中的作用 （4）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含义及其方法论

意义 （5）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10、认识的发生和

本质 （1）两条根本对立的认识路线 （2）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作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的特点 （3）认识的主体与客体

、主观与客观两大矛盾的含义及关系 （4）中国传统哲学中

的知行观的特点 认识的发展过程 （5）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



的含义、关系及实现两次飞跃的条件 （6）理论创新、实践

创新及其关系 真理与价值 （7）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

辩证关系 （8）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辩证思维的主要方法 （9）

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含义及关系 （10）辩证思维的基

本方法的内容及意义 资料集锦: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冲刺专

题肖秀荣预测考研政治 作文命题五大潜规则更多资料请访问

：考试吧考研栏目北大赵宇2007年考研政经部分浓缩归纳16

要点11、经验论和唯理论 在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都割

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把二者对立起来。唯理

论夸大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理性

认识可以不依赖于感性认识；经验论则夸大感性认识的作用

，否认理性认识的重要性，认为认识可以停留认识上。实际

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犯了类似唯理论的错误，夸大理论；实

际工作中的经验论者则否认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必

要性，把局部的狭隘的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犯了类似经验论

的错误。 12、从客观辩证法到主观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是指客

观事物或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事物以相互作用、相互

联系的形式出现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和发展规律。主

观辩证法则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

决定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实质上是以概念形式对客观辩

证法制观念反映。主观辩证法也就是概念辩证法，是以概念

和范畴为基础，通过判断、推理而形成的理论体系的方式表

现出来的。 13、社会的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容和功能

。生产力的内涵、构成要素和特性。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

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14、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1）

社会形态的含义及特点 （2）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



择性的关系 15、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 （1）社会历史

观的基本问题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划分 （2）社会存在

的含义、内容及作用 社会的经济结构 （3）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 社会的政治结构 （4）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容 社会的观

念结构 （5）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 （6）社会意识、社

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以及群体意识

辨析 （7）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16、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1）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种物质形态的关系 （2）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社会发展的动力 （3）科技发展

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哲学意义 历史的创造者 （4）杰出人物

的产生与作用 （5）党的群众路线及其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关系 17、自由和必然 自由是一个标志人的活动状态的概念

，人的自由不在于取消必然性，而在于认识必然性，并利用

其来改造世界，达到人自己的目的。 所谓必然，指的是客观

世界的规律性，是客观世界运动变化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人

在改造世界中赢得的自由，主要是掌握和运用客观必然性过

程中的自由。 18、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必然王

国与自由王国的关系及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哲学难点 1. 对

实践的不同理解以及马哲的理论品质 2. 辩论法与中国的和平

发展 3. 论十大关系的辩证法与建设先进文明体系 4. 唯物辨证

法与中美关系 5. 唯物史观与信用及道德体系 6. 唯物史观与社

会政治经济体的改革 7. 唯物史观和建设创新性国家 8. 唯物史

观和人的全面发展及和谐社会资料集锦:2007年研究生入学考

试冲刺专题肖秀荣预测考研政治 作文命题五大潜规则更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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