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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7_A0_94_E6_94_c73_390708.htm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和人

的实践活动 复习提示 一、重点难点提示 本章知识点比较多，

是历年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的重要考点。复习时一定要全面

，并且要突出重点。 重点：物质概念及其哲学意义；客观实

在性是物质的惟一特性；运动的涵义，运动的基本形式；物

质、运动的辩证关系；运动和静止的相互关系及其意义；世

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意识能动作用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 难点：掌握在物质观、实践观

、意识观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旧哲学(包括唯心主义，形

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对主义诡辩论、二元论)等的联系和区别

。 二、历年考点分析 本章从历年命题的趋势看是比较重要的

，几乎每年都有题目，大部分是以选择题的形式出现，也有

主观性试题。总的来讲，考查形式渐趋灵活，或者是用具体

的事例进行辨析，或者是给出名言警句进行辨疑解析，或者

是用图形的形式来进行阐释。近几年的考研试卷中，考查本

章知识的各种题型有： 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物质运动

与实践、空间(2000年文科不定项选择题第17题)；自在世界和

人类世界的含义(2002年理科单项选择题第1题)； 意识的能动

性的表现(2000年文科单项选择题第1题、2005年单项选择题

第1题)；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2006年多选题

第17题)；意识的本质(2007年多项选择题第17题)；运动和静



止(2007年单项选择题第1题)等。 可以看出，本章考查的知识

点，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运动、静止、自在世界、人类世界

等概念的把握和区分上，同时对意识的能动作用原理、世界

的统一性等都应该有所掌握。 三、命题趋势预测 本章主要围

绕以实践为基础的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大部分题目都是

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 四、大纲解读 本章没有新增知识点，

内容修订上，将“实践的本质”改为“实践的本质含义”。 

精选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信息论以新的科学材料证明了意

识是() A.一种独特的、一切信息过程的最高形武B.信息的对

立物 C.没有信息的、纯粹观念的东西D.信息、物质的普遍本

性 2.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所见所思往往各不相同，这说明()

A.意识是主体的自由创造B.意识不受客体的制约 C.意识受主

体状态的影响D.意识的内容和形式是主观的 3.古人云：“思

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这表

明() A.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B.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

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C.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 D.人的认识

需要不断深化，扩展和推移 4.对事物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

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这是() A.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B.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C.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观点 D.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5.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

创造和纯粹的抽象，这是属于() A.唯心主义的观点B.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 C.形而上学的观点D.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6.“动中

有静，静中有动”说明了() A.物质和运动的统一B.运动和静

止的统一 C.有限和无限的统一D.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7.“

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这是() A.主观唯心主义观点B.客

观唯心主义观点C.不可知论观点D.二元论 观点 8.“静者，动



之静也”的观点是() A.否认静止的相对性B.否认运动的绝对

性 C.认为静止是不存在的D.认为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 9.“

大江东去浪涛尽”是指时间的() A.一维性B.顺序性C.持续性D.

珍贵性 10.我国古代发达的农学思想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

展产生重要影响，如《吕氏春 秋》载：“夫稼，为之者人也

，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材料主要体现的哲学道

理 是() A.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B.事物的联系有利于事物的

发展 C.要按客观规律办事D.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11.宋朝有个画

家叫文与可，在他住处周围有很多竹子。他一年四季观察竹

子的变化， 对竹枝、竹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形状、姿态有透

彻了解，因而画出的竹子生动逼真，受到大 家赞扬。有诗云

：“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胸有成竹”这个成语流

传至今。上述材 料体现的哲学道理是() A.意识是物质长期发

展的产物B.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C.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能动的

反映 D.物质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 12.相信“意

念移物”，甚至相信可以用意念来直接改变物质结构，就是

信奉() A.主张精神主宰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唯心论 B.主张精

神是脱离人脑独立存在的客观唯心论 C.认为人的思想是特殊

物质的机械唯物主义 D.认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唯物主

义 13.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这一命题

表明意识对物质具有() A.决定性B.预见性C.能动性 D.主动性

14.“机器思维”的实质是() A.用机械的、物理的过程完全取

代人脑思维B.人所给予的对人类思维的模拟 C.人的思维的独

立实现D.人的精神活动的物化表现 15.先有工程设计图，然后

按设计图施工，建成大厦。这一事实说明() A.意识在先，物

质在后B.意识对物质有决定作用 C.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D.



物质对意识有决定作用 二、多项选择题 1.中国古代昼夜用子

丑寅卯⋯⋯计时，现代人们用24小时计时，这说明时间() A.

是人的观念产物B.是整理认识材料的工具 C.观念是相对的、

可变的D.观念和时间客观性无关 2.“只有我的感觉在交替变

换，只有我的表象在消失和出现， 仅此而已，在我之 外什么

也没有。运动着这就够了。”这是() A.唯物论观点B.形而上

学观点 C.唯心主义观点 D.经验论观点 3.下列关于实践本质的

叙述，正确的是() A.实践活动的本质有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

之分 B.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C.实践

是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D.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的

特点 4.下列哪些说法展示了时间的一维性() A.盛时不重来，

一日难再晨(陶渊明诗句) B.失落黄金有分量，借过光阴无处

寻(谚语) C.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复回(谚语) D.莫说

年纪小，人生容易老；莫说时候早，一去没处找(打油诗) 5.

下列有关实践的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主体是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 B.客体是

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一切对象 C.主体能够认识、

利用、改造和欣赏客体 D.客体本身的状况和规律又制约和限

定着主体的所有活动 6.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下列

哪些现象属于物质的是() A.镜中花，水中月B.阶级斗争 C.引

力场D.未实施的城市建设规划 7.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

本环节主要包括:() A.实践决策B.实践目标的制订 C.实践的组

织与管理D.实践结构的检验 8.人的意识的主观性方面表现为()

A.反映形式主观性 B.不同主体的意识之间的差异性 C.对客观

对象反映的近似性 D.对客观对象反映的超前性和对事物反映

的虚幻性 9.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论证了物质和意识的辩证



关系，它() A.首先坚持物质决定论的原则，认为这是科学地

解决物质和意识相互关系的根本 B.首先坚持能动论的原则，

认为意识对物质具有决定性的能动作用 C.坚持意识的能动论

，认为意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表现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D.承认物质对意识的能动作用，认为由物质对意识的反作用

也具有直接的意义 10.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包括()

A.客观规律性要服从主观能动性 B.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

尊重客观规律性 C.尊重客观规律性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关键 D.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互为前提互相决定 11.从物质

和精神的关系来看，“画饼不能充饥”，这是因为 () A.精神

与物质不具有同一性 B.精神对物质具有相对独立性 C.观念的

东西不能代替物质的东西 D.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不等同于事

物自身 12.人坐在火车上与火车一起向目的地前进，表明了()

A.这个人一直运动，不存在静止B.这个人是运动和静止的统

一 C.就局部来说，这个人是静止的D.这个人的静止是运动的

特殊表现 13.人类社会的物质性表现为() A.社会是独立于人之

外的客观过程 B.人类社会的发展有自身的客观规律 C.社会物

质生产方式是客观的物质性的，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历

史的一般过程 D.社会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14.“克隆”

、“转基因”等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表明() A.意识可以创

造物质 B.有力地批判了“上帝造物”的观点 C.为“世界统一

于物质”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 D.意识不仅反映世界而且创造

世界 15.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哲学上体现了() A.主观和

客观的统一 B.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C.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的统一 D.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三、分析题 1.南昆

铁路从南宁盆地爬上云贵高原，其高差为1940米，它在有“



地质博览，地下迷宫”之称的地质环境中，一路穿过258座隧

道，经过476座大中桥梁，桥隧总长占全线总长的近三分之一

。在中外铁路史上，是空前的。打通属于九级地震区的草原

勘测和科技攻关，通过反复勘测掌握了山内“隐形水库”的

特点，并根据地球磁场变化的规律，经过周密策划决定造船

进洞治理塌方和涌水。在职工的支持下，由23名党员组成的

“敢死队”乘3只小船进入掌子面，同大山进行短兵相接的较

量，终于制服了涌水、泥石流和塌方，保证了隧道提前竣工

。 运用所学知识回答： (1)南昆铁路的建成说明了什么问题？

(2)如何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 2.试述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及

其实践意义。 3.阅读下面材料，回答后面问题： 材料1 笛卡

尔认为，物质和精神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精神的本性是

思维，物质的本性是广延，广延不能思维，思维不具有广延

。物质和精神互不相通，彼此独立，两者都是世界是本原。

杜林认为“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世界统一于存在”。 

摘自《十六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和《哲学教程》 材料2 贝克

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人的各种感觉构成了事物。黑

格尔认为，整个世界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和产物。 摘

自《人类知识原理》 材料3 思宾诺沙认为，物质自然界是唯

一的实体，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属性和具体样式。思维和广延

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唯一的物质实体的两种不同属性

。一切物质都具有思维的属性，一切个体都有心灵，只是程

度不同。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 请回答： (1)

材料1属于什么观点，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有什么区别，错误的

实质是什么。 (2)材料2属于什么观点，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有

何不同，错在哪里？ (3)材料3属于什么观点，错在哪里？ 选



自《考研政治同步训练1600题》 答案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A 【解析】 本题将题干与被选项连在一起理解，很容易选

出正确答案A，其他各项干扰性不强。 2.C 【解析】由于先天

素质、生理过程的原因和后天实践的经验、社会环境、群体

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存在着个体意识的差别，也就造成了不

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所见所思往往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主体

，因时间、地点和利益的不同，对同一对象也可能形成不同

的反映，产生意识的不同反映，这都说明了意识受主体状态

的影响。AB两项是唯心主义观点，D项表述不正确，意识的

形成是主观的，但内容是客观的，无论导致意识的主观差异

有多大都有其客观根源，这是正确无疑的。 3.B 【解析】 从

思危之险则求安、思乱之患则求治、思亡之惧则求存的辩证

关系中，体现、强调的是正确意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具有

的能动促进作用，而不是其他。 4.C 【解析】 唯心主义往往

夸大实践活动中精神因素的能动方面，把实践归结为精神的

活动，所以AB两项不正确。旧唯物主义包括形而上学唯物主

义则或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消极适应环境的动物式的本能活

动，看不到实践的能动性；或者把实践活动狭隘地理解为日

常生活中的交往活动。 5.B 【解析】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

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从各种物的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也即它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但是可以为我们的

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所以，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

造和纯粹的抽象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说物质是纯粹

的思想的产物，则属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6.B 【解析】 这

是运动与静止辩证关系的最简洁表述，很容易选出正确答案B

。选项ACD明显与题意不符，容易排除。 7.A【解析】这是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观点。他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是人们的悟

性规定的，是人的主观精神的产物，这正符合主观唯心主义

的主要特征，即把主观精神作为惟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

原。所以，“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观

点。 8.D 【解析】 “静者，动之静也”承认运动和静止是相

互渗透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里更强调的是静止是运

动在某个时段或某个地点的一种状态，既不是否认静止的相

对性，认为静止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否认运动的绝对性。 9.A

【解析】 “大江东去浪涛尽”，过去的永远就是过去，不会

再复回，是历史，那一时刻所发生的事情就定格在了历史的

坐标轴上。所以，本题强调的是事件发生的时段性，即一维

性，没有强调顺序性，更不是持续性和珍贵性。 10.A 【解析

】 本题表面看似复杂，其实题干“我国古代发达的农学思想

对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就告诉了本题的

哲学道理是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根本不用阅读“夫稼，

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 11.C 【解析】 “

胸中有成竹”的“竹”属于意识的东西，但其来源是存在于

文与可住处周围的竹子，此典故体现的哲学原理是意识对客

观存在具有能动的反映性。 12.A 【解析】 相信“意念移物”

，甚至相信可以用意念来直接改变物质结构，过分夸大了主

观的意识“意念”的作用，属于主张精神主宰客观物质世界

的主观唯心论。 13.C 【解析】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

创造客观世界。很明显，这一命题表明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

动作用。 14.B 【解析】 机器是由无生命的东西制成，不具备

思维的条件和功能。它之所以能思维，主要是人利用一些物

质具有定向传递信息的性能组装、制成机器(人)，再模拟人



的神经传导功能，输入相关指令，使机器完成某些类同于人

的活动，他的这种“思维”及活动，实质上是人自己给予的

人类思维的模拟。 15.C 【解析】AB两项是唯心主义观点，很

简单的可以排除。题干强调的是先有设计图，后按设计图施

工建大厦，这就表明了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而不是物质

对意识的决定作用。所以应选C而不是D。另外，C项的表述

若换成“意识转化为物质”或“意识创造物质”也是正确的

。 二、多项选择题 1.CD 【解析】该题选项涉及到时间的客

观性、时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原理。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

性，是客观的。人们的时间观念是主观形式，观念、思想都

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随着认识的不断

深化而变化、发展的。AB都否认了时间的客观性。 2.AC 【

解析】 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接受的观点。这种

观点可以理解为承认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是绝对的，正

是由于运动，才表现为感觉的交替变换、表象的消失和出现

，属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根据“在我之外什么也没有

”，即认为运动只是“我”个人感觉到的、观察到的运动，

除此而外，运动就不存在，显然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BD则

明显不对。 3.ABC 【解析】 选项B指的就是实践的特殊本质

，选项C指的是实践的一般本质，故ABC均正确；D为实践的

特点，排除。 4.ABCD 【解析】 题中的表述反映的都是物质

运动时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不可逆性，或者说一维性。 5.CD 

【解析】 很明显，CD为实践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的正确

表述；AB是对主体和客体概念的解释，故排除。 6.ABC 【解

析】 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镜中花水中月、阶级斗

争、引力场 尽管反映的是不同的事物，但都客观存在；未实



施的城市建设规划不存在，故排除。 7.ABCD 【解析】 本题

考察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的考察，属于基本知

识点的考察，考生熟记即可。 8.ABCD 【解析】 意识是物质

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由于意识的主体在认识、反映客观事

物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认识结果就有差异，不管差异

的程度如何，都是意识主观性的表现，所以，ABCD均为意

识的主观性的表现。 9.AC 【解析】 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

题上，首先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其次也承认意识对物质又有

反作用。B正好颠倒了顺序，是唯心主义的观点；D明显错误

。 10.CD 【解析】 AB的实质都是强调、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

作用，属于唯心主义的观点；CD正确地表述了主观能动性和

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 11.CD 【解析】 “饼”存在于人的

意识之外，属于物质的东西；“画”的“饼”属于精神范畴

，二者各有不同的作用，有时精神的作用也十分巨大，但精

神不能代替物质，它只是物质的主观反映，而主观反映又不

等于客观事物本身； AC将二者割裂开来看待，明显错误。

12.BCD 【解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和静止是辩证统一的

；静止是相对的，是运动的特殊状态；而运动是绝对的，无

时不有、无所不在的、永恒的。选项BCD辩证地看待运动与

静止之间的关系，A则将二者对立起来，故排除。 13.BCD 【

解析】 社会是由人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人在实践

活动中不断推动社会的发展，A项说法错误，应排除，BC两

项明显正确。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

发展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概括说：“社会形态

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故D项也正确。 14.BCD 【解析】 



生命科学的重大发展表明意识具有巨大的能动性，但这种能

动性再大，不能是第一性的东西，它不可能创造物质，否则

，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了，所以排除A。意识反映世界，同

时在反映世界的基础上创造世界，这是意识能动性的高度体

现，BC明显正确。 15.ABD 【解析】 从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

可知，ABD是其哲学理论依据；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

一，肯定与否定的统一，则与党的思想路线无直接关系，故

排除C。 三、分析题 1.［参考答案］ (1)说明了人们要在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就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 南昆铁路的建成就是广大铁路职工充分而正确地发挥

主观能动性所取得的成果。 (2)第一，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

特有的能力与活动，它是指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与

活动以及在活动中具有的精神状态。主观能动性不能随意发

挥，它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第二，要正确发挥

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

。 但并不是说人在规律面前无能为力。人们可以通过发挥主

观能动性认识和利用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可以分析条件，发

挥有利条件的作用，限制或排除不利条件的影响。南昆铁路

的施工中，为了解决塌方和漏水，50多位专家现场反复勘测

，掌握了其地质特点，并根据地球磁场变化的规律，制定了

方案。在职工的支持下，党员发挥带头作用，终于制服了塌

方，保证了隧道提前竣工。第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受一

系列主观因素的制约。主观因素越正确，越有广度和深度，

就越有利于进一步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其中，发挥主观

能动性利益出发点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南昆铁路

的建设者，为了保证隧道提前竣工，群策群力，互相协作。



特别是广大党员充分发挥带头作用。这说明只有坚持正确的

取向，才能使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有益于人类，有益于国家、

有益于集体。总之，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

因素的制约。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

规律，同时还要端正主观动机，做到正确地、有效地发挥主

观能动性。 【思路点拨】 本题主要考查物质决定意识，意识

对物质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物质决定

意识表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但是

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又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考生要把握这一辩证关系，

才能正确地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这个知识点也是历届考

试中经常涉及的。 2. \[参考答案\] (1)世界的统一性问题就是

万事万物的本原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

元论，主张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就是说

，物质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不能说世界统一于存在，因为有

些哲学把存在理解为精神或意识，如存在主义。 (2)世界的统

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是要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

的发展来证明的。 首先是自然科学的长期和持续的发展的证

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论断是

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

学的新发展和新成就也在不断提供新的证明。例如现代自然

科学所发现的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都无例外地是一种物质

存在的方式。其次，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有赖于哲学的证明。

这是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证明虽然是必要的，但自然科学不

论怎样发展，它所提供的证明只能是个别的、部分的、相对

的；而世界是整体、是永恒的、绝对的，因此必须借助于正



确的理论思维即哲学，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把部分与整体、

相对和绝对、暂时和永久辩证地统一起来，方能使世界统一

于物质的原理得到证明。无论是自然科学的证明还是哲学的

证明，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 (3)世界

统一于物质的原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第一，这

一原理告诉人们，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都不存在

。一切现象，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归根到底都是由物

质运动所引起的，都可以从中获得最终的解释和说明。坚持

这一观点，可以有力地批判和抵制一切唯心主义、宗教迷信

和歪理邪说，树立真正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第二，世界

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说明客观世界以及客观存在着的

事物是第一性的。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客

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这就是在实践中坚持唯物论。 【思路

点拨】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原理，只有

坚持世界的物质本原性，才能彻底坚持唯物主义，也才能做

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去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改

造世界。考生必须要对这一原理熟练掌握。 3. ［参考答案］

(1)材料1属于二元论观点。笛卡儿公开讲世界有意识和物质

两个本原。而杜林则采取模棱两可的折衷主义观点。两位哲

学家的错误实质在于否认世界的统一性，把物质和精神绝对

对立起来，最后仍然导致唯心主义。 (2)材料2 属于唯心主义

一元论。贝克莱是主观唯心主义一元论，黑格尔是客观唯心

主义主义一元论，两者都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本原和派生的

关系、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 (3)材料3 是唯物主义一元论

，它力图克服笛卡儿的二元论，但具有“物活论”的倾向，

而只承认自然界的物质性，并没有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



物质统一性。 【思路点拨】 回答本题，首先是要根据题中所

提供的材料判断本题的考查点，这是解决本体的关键。通过

分析材料可知，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在世界的统一性问题上，

对一元论和二元论、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唯心主义一元论的基

本知识的把握。判断准了这一点，后面的问题就好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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