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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 第一节 认识和实践 一、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认识论，坚持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同一性，

是可知论。坚持认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是唯物主义的

反映论。 可知论和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基本

立场。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

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的革命

的反映论。 二、实践及其基本形式来源：www.examda.com （

一）实践及其特点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

活动。 实践活动的基本特点：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

会历史性。 （二）实践的基本形式 基本形式有：生产实践、

社会实践、科学实验。 1、生产实践：生活活动，是处理社

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实践形式。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也是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2、社会实

践：是处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实践形式。生产

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3、科学实验 三、认识的主体和

客体 认识活动三要素：认识者（主体）、认识对象（客体）

、认识活动。 四、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在认识和实践的关

系中，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认识起着决定作用。 1、 实践

是认识的来源。 2、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3、 实践是认

识的最终目的。 4、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五

、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主要表现在认识和理论对实践具有

指导作用。 反对否认实践决定认识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又要



反对否认认识对实践具有能动作用的形而上学认识论。 六、

认识的过程来源：www.examda.com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认

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

复，以至无穷，这就是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和总规律 第

二节 认识和真理 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这次飞跃的目的，首先在于探索真理和获得真理。 一

、真理及其客观性 真理，就是同客观对象相一致的认识，是

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二、真理和谬误 

真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在人们头脑中的正确反映。

谬误，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 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

性 绝对性和相对性，是真理的两种基本属性。来源

：www.examda.com 真理的绝对性，是指真理的客观性和无限

性。理解为内容的客观性、发展的无限性。 真理的相对性，

是指真理的有限性和条件性。理解为广度深度的有限性、受

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 绝对主义：夸大绝对性，不承认

相对性。表现为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 相对主义：夸大相对

性，不承认绝对性。表现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四、真理与

价值 真理与价值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即凡是真理必有价值

，凡是有价值的东西应不与真理相悖。但真理与价值是有区

别的，真理是指人的认识与客观对象的一致。而价值是指事

物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 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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