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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 一、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一）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及

其意义 1.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集中体现

在列宁关于“物质”的经典性定义中：“物质是标志客观实

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

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 2.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意义 （1）它坚持了彻底的唯物

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二元论划清了界限；（2）它指出

物质具有可知性，为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指明了方向；（3）

它对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作了最高的哲学概括，指出客观

实在性是一切物质形态的共性，具有深刻的辩证性质。 3.马

克思主义哲学物质观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 （二）

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 1.物质与运动 （1）运动是物质的根

本属性和存在方式；（2）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2.运动

与静止 （1）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

件下、一定范围内处于暂时稳定和平衡状态；（2）绝对运动

和相对静止是辩证统一的；（3）物质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复杂

多样的。 （三）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 1.物质运动具有时空

特征，并且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中才能进行。时间和空间是运

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2.时间和空间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

离性，表明了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性。 3.时空既是绝对的，又

是相对的，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 4.时空既是无限的，又是



有限的，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 二、人对物质世界的实

践把握 （一）实践的本质、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 1.马克思主

义的物质观和实践观是统一的。 2.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

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其含义有二： （1）实践是人们改造

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具有物质的性质和形式，具有直接现

实性的特点，这是实践活动区别于意识活动的一般本质；（2

）实践又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以人为主体，以客

观事物为对象，并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

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具有主

体性的特点，这是实践区别于自然物质形态运动和动物本能

活动的特殊本质。 3.实践有三个基本特征：（1）客观现实性

；（2）自觉能动性；（3）社会历史性。 4.实践的基本形式

：（1）生产实践；（2）处理和变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实

践；（3）科学实验；（4）精神文化创造实践。 5.实践的本

质、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决定了实践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基础

和根本的地位，实践构成了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 （1）实

践是人类生命的特殊运动形式；（2）实践创造了人的基本特

征。 （二）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相互作用 1.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为实践是人与世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基础，实践是人和世界

相互作用的中介。 2.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

人。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包括：（1）人本身的自然力，是实

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物质基础；（2）主体实际掌握、运用的

知识和经验，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智力因素；（3）主体

的情感和意志，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精神动力因素。主

体能力结构中的这些要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 实践主体的社

会结构可分为个人主体、集团主体、社会主体和人类主体四



个层次，不同的主体之间也发生着相互关系。 3.客体是指实

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对于实践的客体要从两方

面去理解： （1）客体首先是一种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存在，这是客体自身的客观性方面；（2）客体又不

是与客观事物相等同的概念，只有那些进入主体实践活动范

围、与主体发生联系的客观事物才是现实的客体。 4.主体和

客体是实践活动的两极，在这之间还有一中介，这就是各种

形式的工具、手段以及运用、操纵这些工具的程序和方法。

5.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1）从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

用的特点和实质看，这种相互作用是把这两种相互作用都包

含于自身。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一方面受到客体的限定和制

约，另一方面，又能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求，以自觉

能动的活动不断打破客体的限定，超越现实客体。 （2）从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内容和结果看，这种相互作用

是通过主体对象化和客体非对象化的双向运动而实现的。 （

三）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1.确立实践目的和

实践方案。目的性是实践的基本特征之一。 2.实践主体根据

目的、方案通过一定手段作用于客体。 3.完成、检验和评价

实践活动的结果，并根据实践结果修正实践目的和实践方案

，从而对实践活动本身进行反馈调节。 （四）自在世界与人

类世界的关系 1.自在世界又称天然自然。从时间上看，自在

世界是人类世界产生之前的自然界，是人类世界产生前的先

在世界；从空间上看，自在世界又是人类活动尚未深入到的

自然界，即尚未被人化的自然界。 2.人类世界又称属人世界

，它是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

体。 3.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区别：自在世界是独立于人的



活动或尚未被纳入到人的活动范围的自然界，其运动变化完

全是自发的，一切都处在盲目的相互作用之中。 人类世界则

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离。人化自然是被人的活动所改造过的自

然，它体现了人的需要、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人的社会

关系则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人类世界的独特性就是它的主

体性及其对主体实践活动的依赖性。人类世界是人的实践活

动的对象化，是人的对象世界。 4.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

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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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