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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3_80_8A_

E5_90_AF_E8_88_AA2_c73_458492.htm 第一部分 选择题 马克

思主义哲学原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 一、典型试题 【例1】（2005年第1题）广大农民在致富

奔小康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要富口袋，先富脑袋。”这

一说法在哲学上的含义是 ［A］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

二性的 ［B］精神的力量可以变成物质的力量 ［C］精神的

力量可以代替物质的力量 ［D］先有精神，后有物质 【答案

】B 【解析】本题考查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

为，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意

识反作用于物质，精神的力量可以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

物质的力量。题干提及的“富口袋”和“富脑袋”的关系，

实际上是为了强调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 【例2】（2000年文

理科第2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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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解析】

本题考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不同派别。题干提及的“

意念移物”宣扬的是精神对物质的决定性作用，显然属于唯

心主义的观点。同时，此处的“意念”指的是人的思想观念

，而不是某种客观的精神力量（如上帝、鬼神等），因此应

当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例3】（2003年第1题）马克

思主义哲学创立后，开始出现了 ［A］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



立［B］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 ［C］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

对立［D］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答案】D 【分析】

本题考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伟大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

学创立之前，已经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可知论与不

可知论的对立、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但在社会历史观

方面，由于旧唯物主义不能证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从而未

能改变唯心史观的“垄断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了彻

底的唯物主义，将唯物主义的原则贯彻到了人类社会领域，

创立了与唯心史观相对立的唯物史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创新，开始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对立。 二、考纲变

化和命题趋势 2008年考试大纲未对本章知识点作任何调整。 

本章命题重点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哲学基本问题，包

括物质和精神何为第一性的问题与物质和精神是否同一的问

题两个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主

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哲

学对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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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