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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454750.htm 一、单项选择题 1.在认

识论上“跟着感觉走”是() A.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B.机械唯

物论的观点 C.不可知论思想的表现D.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作用 2.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要看它() A.能否满足人的需要

B.能否被多数人认可 C.能否付诸实践D.能否在实践中最终取

得预期的效果 3.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说：“在观察事物之

际，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强调了() A.人们对每

一件事物都要细心观察 B.人们在认识事物时要有理性的指导

C.人们获得感性经验的重要性 D.人们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4.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新的词汇不断出现。诸如：外企、知

识经济、电子邮件、多媒体、下岗再就业等。这些现象表

明() A.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B.意识对客观存在具有促进作

用 C.认识的根本任务是指导实践D.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

作用 5.“世人闻秋悲寂寥，我道秋日胜春潮。晴冬一鹤排出

去，直领诗情到碧霄”。从唯物论的角度看，这首诗表明()

A.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B.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反映是有

差别的 C.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D.诗人积极

向上的人生观 6.“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

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这表明() A.

人的认识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B.人的感觉能

力决定认识的产生和发展 C.人的认识能力是由人的生理结构

决定的 D.事物因人的感觉而存在 7.“理论一定要随着实践的

发展而发展，才能和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相符合”。这句话表



明() A.感性认识有待发展到理性认识B.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

相对的 C.人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D.理论和实践是具体、历

史的统一 8.在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唯理论的错误在

于() A.夸大理性认识的重要性，否认或轻视感性认识的作用

B.夸大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否认或轻视理性的认识的作用 C.

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等同起来 D.认为感性认识是可靠的，

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 9.“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是宋代大学者朱

熹《观书有感二首》中的第二首。此诗中没有包含的哲理正

确的有() A.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的制约 B.主观能动

性的发挥受主观因素的制约 C.盲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必然

是劳而无获的 D.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

，从实际条件出发 10.“真理是思想形式，是人类经验的组织

形式”，这是() A.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论B.客观真理论 C.主观

真理论D.形而上学真理论 11.列宁在谈到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时指出；“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

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规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

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句话说明() A.实

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B.实践标准并不可靠 C.实践标准

并不确定D.实践标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 12.从2000年起

，报考普通高校不再受年龄和婚否的限制，这不仅体现了我

国高等教育已在向大众化发展，而且体现了终身教育的思想

，说明我国正在向学习型社会迈进。活到老、学到老已不仅

是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种变化所蕴

涵的哲学道理是() A.正确认识只有在同错误认识的不断斗争

中获得B.认识的任务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C.认识要随着实



践的发展而发展D.改造主观世界离不开改造客观世界 13.日本

东京大家信息基础中心和日立制作所的联合研究小组2002

年12月6 日宣布，他们用由144台电脑连接而成的每秒能完成2

万亿次计算的超级电脑，将圆周率计算到小数点12411亿位。

这表明() A.人们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最终能够达到终极真

理 B.实践为认识提供水平越来越高的物质技术手段，推动认

识不断发展 C.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D.实践是

客观的物质性活动 14.摩尔根曾长期生活于美洲土著印第安人

的部落中，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对这种社会组织做了深

入的了解，才写出《古代社会》这部不朽之作，提出了一系

列有重大科学价值的见解。这件事说明() A.学习有科学价值

的书本知识十分重要B.只要掌握实际材料，就能获得理论知

识 C.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D.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 15.温家宝总理在给一位国务院参事的

回信中，引用了两句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这一古训蕴含的哲理是() A.人的经验是判断是非得失

的根本尺度 B.直接经验比间接经验更重要 C.感性认识高于理

性认识 D.人民群众的直接经验即实践是认识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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