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考研政治哲学部分复习指导(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

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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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454654.htm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

践活动 1.本章在学科中的地位 本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

论部分，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和理论基础，后

面的各章内容都是在此“基础”上的充分展开。通常将本章

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 2.重点难点 （1）重要概念：

物质、一元论和二元论、运动和静止、人化自然、实践、实

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意识。 （2

）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定义、列宁给物质下定义的方法论原

则、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 （3）辩证唯物主义物质

观的现代意义。 （4）实践的本质、特点和作用。 （5）实践

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 （6）自在世

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 （7）意识的产生、本质及其能动作

用。 （8）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3.复习

中应注意的问题 （1）不要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误解为“实

物性”。 （2）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的

区别。 （3）世界的统一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世界统一

于物质和世界统一于存在不是一回事。 （4）物质世界是多

样性的统一，但不是各种具体实物相加的机械总和，而是从

各种具体物质中抽象出来的。 （5）在理解意识的能动性时

，不要将列宁的名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

创造客观世界”判定是错误的。 （6）在意识的能动作用问

题上，关于唯心主义的错误，最容易误解为“它特别强调意

识、思想的作用”，而不懂得它的错误在于夸大了意识的能



动作用，把意识的能动作用绝对化了。 4.考试预测 本章2008

年可能出选择题，考点集中在以上给出的重难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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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