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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247072.htm 第二部分 考查的知识范围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哲学和哲学基

本问题 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 2．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中的伟大变革。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在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

界中的重要作用。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 （注：与去年大纲相

比，本章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二)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

实践活动 1．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及其意

义。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 2

．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实践的本质含义、基本特征和基

本形式。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人对物质世界的

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 3．意

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意识的产生、本质及其能动作用。世

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注：

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有变化，“实践的本质”改为“实践

的本质含义”。） (三)世界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 1．世界的

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联系

与系统。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发展的实质。发展的过程

性。规律及其客观性。现象和本质。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



和结果。可能性和现实性。 2．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

变、肯定和否定及其关系 事物存在的质、量、度。事物发展

中的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事物发展中的肯定和否定及

其辩证关系。辩证的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3．对立统一

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

系的原理及其方法论意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发展

中的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

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矛盾观及其现代意义。坚持唯物辩证法

，反对形而上学。科学发展观与唯物辩证法。 （注：与去年

大纲相比，本章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四)认识的本质和过

程 1．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

与结构。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认识中的反映与信息、选择

、重构的关系。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

作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2．认识的

发展过程 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从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理

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认识过程的反复

性和无限性。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论创新和

实践创新。 3．真理与价值 真理及其客观性。真理的绝对性

和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真理的具体性。检验真理的实践标

准。价值及其客观性和主体性。价值评价及其尺度。价值选

择及其实现。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认识论与思想路线。党的

思想路线及其意义。 4．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思维方法的本

质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归纳与演绎

、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辩证思维

方法与科学方法、思想方法。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



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五)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1．

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

展中的作用。社会生产实践和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

展中的作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实践本

质。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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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的政

治结构 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构成要素。国家的本质和职能。

4．社会的文化结构 意识形态与文化结构。意识形态的本质

、相对独立性及其社会功能。文化的本质和功能。文明和文

明形态。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

会建设的协调发展。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有变化。

主要的增点是“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 (六)社会发展

规律和历史创造者 1．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社会规律及其特

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规律的内容和意义。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及矛盾运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

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内容和意义。 2．社会发展的动力 社会

基本矛盾的内容和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生产力标准”的

依据及意义。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革命与改革。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科学技术革命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发展与“全球问题”。交往

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3．历史的创造者 社会发展和人

的活动的关系。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个人在历

史上的作用。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注：与去年大纲



相比，本章有变化。主要的增点是“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

的作用”。） (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1．社会发展的历史进

程 社会形态及其更替。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发展过程的前进性和

曲折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了对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 2．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人的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及其实现。社会发展与以人

为本。 3．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自由及其

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的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没有任何变

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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