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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389860.htm 马哲的第四章讲的是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在“辩证法”与“认识论”这两章

中，历年试题主要考核考生的分析事物的能力，故本章历年

来年年必有题，并且多数命制主观题。本章的重点是“认识

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的本质”、“实践对认识的决定

作用及意义”、“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及意义”、“实践和认识的具体的历史

的统一及意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及意

义”、“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及意义”、“价值、价值评价

、价值选择”、“真理和价值的关系”、“认识论与思想路

线”、“抽象与具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认识论部

分可扮演“理论重点”和“命题热点”兼于一身的重要角色

。考生在备考过程中要着重复习本章。万学.海文针对本章的

重要性,对部分考点、疑点进行精解。 1.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

性及其辩证关系 客观真理既具有绝对性,又具有相对性,人们

对真理的认识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转化的过程.真理

的绝对性通常也称作绝对真理,它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任何

真理都有不依赖于主体、不依赖于人或人类的客观内容。二

是指人类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多样的有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 

真理的相对性通常又称作相对真理，是指任何真理都是无限

多样和永恒发展的，物质世界在有限范围内和有限程度上所

作的正确反映，都具有不完善的特点。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

是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属性，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真理。二者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相对之中

有绝对，任何具有相对性的真理中都包含着绝对的、永远不

会被推翻的客观内容。在绝对之中有相对，一切带有绝对真

理性的认识，总是通过无数相对真理性的认识而表现出来。 

真理的发展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不断转化的无限过程。

割裂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会导致两种错误，即绝对主义和

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片面夸大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

对性，容易导致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相对主义则片面夸大

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容易导致怀疑主义和诡

辩论。 马克思主义真理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是相对真

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绝对性主要表现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关于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仍然是正确的，

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有重要指导意义；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相对性主要表现在其个别结论可能已经过时，需

要进一步修改和发展。 2.认识过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的原因. 

一个正确的思想,往往需要经历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

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因为（1）事物是复杂的，它的本质

的暴露是一个过程。（2）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科学技术条

件、实践水平和手段等因素的制约。（3）认识的主体存在自

身的局限性、立场性、观点、方法、知识水平、经验以至身

体素质等等因素的制约，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过程。某一理论、思想、方案等经过反复实践达到了预

想的结果，对这一具体过程就算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

推移而言，人的认识运动还是没有完成。这是因为，世界及

其联系和发展是无限的，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都是无限



的，这就决定了人的认识也必然是无限发展的过程。毛泽东

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了高一级的程度。 3.理性因

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不同作用。 主体的精神素质

可分为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两大部分，它们共同制约着主

体反映客体的全过程。理性因素是指人的理性思维能力，非

理性因素包括主体的意志、情感、直觉、灵感等非逻辑的形

式，对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非理性因素对人

的认识活动的发生与发展、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都

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起着动

力调控的作用，同时又要受人的理性因素的决定与制约。 4.

唯心主义真理观点的错误. 一切唯心主义都否认人的认识是客

观世界的反映,都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是唯心主义真理观的根

本观点. 客观唯心主义者,如柏拉图把真理看成是心灵对其固

有理念的“回忆”，黑格尔把真理看成对“绝对观念”的认

识，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存在，也就否认了真理客观内容。 主

观唯心主义者则宣扬主观真理论。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

夫认为，“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形式”，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的组织起来的经验”。实用主义

者主张“有用就是真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

它的错误在于把真理的作用与真理之为真理的根据混为一谈

；否认了真理的客观内容和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必然把真

理看成是因人而异的，混淆真理与错误的区别和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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