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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什么是物质＂ 列宁：物质是标

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

；物质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惟一特性

。 二、物质的存在形式 （一）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 辩证唯

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世界上不

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 物质是运动

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 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

二）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来源：www.examda.com 物质运动可

分为5种基本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

动、社会运动。 （三）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 物质世界处在永

恒的运动变化中，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物质

运动有一种特殊状态，就是静止。静止主要是指：事物的空

间位置相对不变；事物处于量变阶段，保持质的稳定性，呈

现出相对静止的状态。 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

而运动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静止是一种特殊的运动状态。 

（四）物质运动的规律性 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自身所

固有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质性（即具有稳

定性）、普遍性和可重复性的关系。规律是客观的，规律又

是可知的。 规律和物质以及物质运动一样，具有不依赖于人

的主观意识的客观性，因而又称为客观规律。 三、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 ｛掌握｝ 世界统一于物质，是为实践和科学长期发

展所证明的。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



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实际工作的立足点。 第二节 意识的起源、

本质和作用 一、意识的起源来源：www.examda.com 1、 意识

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意识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这一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决定性环节： 从无生命的物质

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人

类意识 2、 意识是社会劳动的产物。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

言与劳动一起，成为意识产生的决定力量。 意识，具有能动

性、独立性和反作用。 意识是物质世界和社会发展的产物。

意识起源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

性。 二、意识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客

观存在的反映。 意识活动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要表现为

意识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统一。意识的所有形式都是人

的主观世界特有的。 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外部现象的反映

；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反映。情感是对

人与事物之间关系的反映，意志则是对人与自身行动之间关

系的反映。无论正确、错误的意识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三、意识的作用 1、 人类特有的能动地认识世界。 2、 通过

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即人的主观能动性）。 四、正确认识

和处理的两对关系 （一）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来源

：www.examda.com 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是第一位的，意识

对物质的能动作用是则是第二位的。 （二）客观规律与主观

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客观规律是第一位的，主观能动性则是第

二位的。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

须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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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