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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1/2021_2022__E9_99_88_E

5_85_88_E5_A5_8E2_c73_221388.htm 四十个概念就是真理的相

对性和绝对性，真理相对性和绝对性2000年就考了，07、08

年会不会再考选择题、得分点，这是仍然要注意的。 四十一

个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四十二个问题是真理和价值

。 四十三个问题就是价值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价值的主要特

点是它的主体性，它是不是不受客观的限制和约束呢，也不

是的，也要注意一下价值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虽然价值的最大特点是主体性，但是价值的内容本身是由

客观决定的，价值的内容本身也是客观的。 四十四个注意一

下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这个考选择题的可能性比较多

一些。 四十五个注意辩证法和适应方法，邓小平提出来言辩

证法办事，当时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表扬，说很赞成。 四十

六个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四十七个注意历史观的基本问

题。我们哲学基本问题贯穿到社会历史领域就表现为历史观

的社会问题，这个可能会考到，可能考选择题的地方。 四十

八个就是实践和社会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是容易考单选的地

方。 四十九个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这是马克思唯物史

观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的唯物性。 五十个上层建筑和经济

基础，要特别注意哪些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老师讲的时候尽

可能的给大家多分析一些现象。 五十一个要注意政治上层建

筑，这个政治上层建筑包括什么概念。 五十二个社会意识形

态和文化结构。 五十三个就是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这个

很简单，或者考得分点，或者考多选题，对基础弱的同学也



要注意，所以有一些基础好的同学可以不看，但是我这个更

适合功课和外语的同学。 五十四个注意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我们哲学的复习首先要强调概念，概念既是选择题的基本题

材，又是主观题的主要得分点，而且一般都占二到三分，哲

学的概念注意多少，我主张最宽最宽就注意我刚才说的50多

个就可以了，包括功课、外语等同学，对哲学和政治一点都

不会的东西，可以把这50多个概念做成卡片，看清楚了，就

可以了。 哲学复习方法第一强调概念，第二强调基础练习，

哲学的选择题要做好，哲学的基本功要强，要多作选择、要

多做练习题，要多做选择题的练习题。 哲学基础练习题，我

平时跟同学讲过，哲学单选题应该做三到四遍，基础过

关2000题上的哲学单选题要做三到四遍，多选题要做六到八

遍。 第三个是需要老师的科学指导，老师讲哲学课的时候，

讲的好坏，对于广大的理工同学的复习效果直接有联系的，

因为哲学的同学对哲学一个是没有兴趣，另外概念很少，如

果老师指导恰当的话，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复习出很好的效果

。 最后老师对同学的科学指导有哪些要求？我总结了一下，

老师讲哲学的时候，一个好的老师讲哲学应该起码包括这几

个方面，第一个要有能力对概念用简明扼要语言对哲学的概

念进行准确的把握，应该很简单明确，不是从哲学语言到哲

学语言，要用简明语言去表达。 第二个问题，哲学老师讲课

应该对概念的命题方式，讲课的时候，我们一门课讲下来之

后，对于每个知识点的命题方式应该给同学交代清楚，有的

知识点只是考选择，有的知识点既可以考选择又可以考分析

，有的可以考单选、也可以考多选。这个一定要明确，你比

如说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唯一特性这种概念



就有单选题的特点，有这样的形式的特点。但是讲这个还不

够，如果一个老师只讲到这个角度，老师的任务只完成了一

半，这个老师最多只能算二流老师，你还要浅入浅出，这只

是做到由繁入简，还要由简入繁。 第三个环节就是要明确单

选题也好、多选题也好，分析题也好，要尽可能给同学展开

变化的可能性，尽可能展开主要的命题角度，你比如说我们

物质的最大特点，物质的唯一特性是他的客观实在性，这个

概念老师一概括几分钟就讲完了，但是这个题考试，考分析

题没有可能，只能考选择，考选择题有几个角度，这个时候

老师要展开，要帮助同学把最主要的思考角度都要思考到，

这个同学才算掌握了客观实在性的概念。比如说哪几个角度

？首先要跟同学明确，我们在理论上理性的抽象的客观实在

性和我们在感官当中的客观实在性有什么区别，因为很多同

学一听到客观实在性五个字就等同于是乎感官实在性，怎么

样把这两个区别开来，这就是选择题考概念之间的微妙区别

的地方，这个越是微妙区别越容易选错，所以首先要深化他

，要讲清楚理论上、哲学上、抽象上的客观实在性和我们感

官上的客观实在性有什么区别，在哪里。 我们感官上的客观

实在性是不是就等于我们所讲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实际上

差别很大，感官上感觉到的客观实在性，张三和李四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按照这么一个东西来说，这个客观实在性就是

不确定的，主观唯心主义就有理由了。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实

在性讲的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之外，不以人的任何意志为转移

的，这是客观实在性，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看得见、摸得着，

有的人色盲看的是白的，不是色盲看的是红色的，那么这个

世界就没有客观的东西了。 再深入一下，世界统一物质的客



观实在性，意识的思想、观念呢，观念有没有客观实在性，

思想有没有客观实在性，意识想想有没有客观实在性呢，怎

么理解呢？如果老师不讲，做选择题同学还是不会的。意识

的形式是主观的，内容是客观的，意识现象在人类社会当中

，仍然是不以任何意识为转移的东西。资本主义一直想消灭

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我们中国共产党一直想消灭宗教，有

可能吗，这就说明这个意识实在性老师一定要讲到，让同学

尽可能变化的理解所谓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第三个角度还

要进一步说明，所谓的社会物质性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物

质的客观实在性，这两个客观实在性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也

是容易出选择题的地方，自然界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或社会的

客观实在性，这两者之间他的区别和联系，这是我们第三个

要注意的。 第四个要进一步的强调，从科学的技术，科学的

发展来看，物质的新形态，物质当中不断的出现新的物质形

态，有的可能把传统的物质概念，把传统的概念推翻掉，比

如说现在的暗物质，反物质，时间隧道的可能性科学家都承

认了，这些概念不是把原来的物质概念推翻掉了呢，为什么

没有推翻原来的物质概念呢，反而更进一步的证明了原来的

物质概念呢，要把同学讲清楚这个道理，如果不讲清楚，同

学还是没有办法把握。 我说的意思是老师要从三个方面讲清

楚这个问题，要深入浅出，浅出之后还要继续深入，浅出了

不深入，同学还是回答不上来问题，看着课堂上都清楚了，

但是答题的时候全部都错误。 我再举一个例子，为了让同学

印象深一些，我反复的强调，同学一定要清楚，什么叫听懂

了，听懂了，不但要知道这个哲学的原理、概念，而且要知

道这个概念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种表现，由若干个角度、若干



个现象都可以解释，你才叫哲学弄懂了。 再举一个概念，最

近几年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化自然、自在自然，人化自然就

是被实践改掉的东西，同学一听就懂了，但是在具体的出题

上，如果出选择题的话，哪些角度可以说，怎么样能够准确

的理解这个东西呢，这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的地方，老

师虽然不能完全穷尽，但是要尽可能的说明一个概念的多方

面的变化形态和现象的解释。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人化自然

和自在自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不是就是人花自然呢，

这个概念考什么呢，这个概念实际上表明人类生活的现实世

界，这个概念比人化自然大还是比人花自然小，他考你这个

区别，人类是为了自然世界，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首先是人

化自然，首先包括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还包括人类社会的统

一体，是社会这块，不但是自然界人化了这块。 人化自然和

主观自然和客观世界有什么区别，人化自然和客观世界的概

念又不等同，客观世界的概念大于人化自然，人化自然是客

观世界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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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