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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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项选择题 1.20世纪西方的“上帝观”发生了变化，认为

“上帝在我心中”、“上帝代表人类之爱”，这是 A.客观唯

心主义的观点 B.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C.形而上学的观点 D.相

对主义的观点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对主观唯心

主义具体观点的辨认。 【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宗教哲

学把上帝作为世界之本，而上帝是一个虚无缥缈、根本不存

在的现象。因此，从哲学倾向上说，“上帝本原”是客观唯

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如果认为“上帝在我心中”、“上帝代

表人类之爱”，将“上帝”转化为人的主观意识，从哲学倾

向上说，就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了。所以B项为正确答案

。本题也属于哲学常识，没有什么难点。 【举一反三】本题

可变换命制不定项选择题或分析题。 2.爱因斯坦说：“哲学

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这说明 A.哲学是“科学之科

学” B.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C.哲学是自然科学

的基础 D.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概括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的知

识点是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

】哲学和具体科学既联系又有区别。就二者的区别而言，哲

学不等同于具体科学，因为哲学是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它

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的对象，回答世界最本质、最一般性的

问题。而具体科学是研究整个世界的某个部分、某个领域的

特殊规律，是研究个性。但是哲学又不能离开具体科学，因



为哲学必须以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对具体科学共性的抽象和

概括，离开具体科学，哲学也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同时具体

科学也离不开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如果离开正确哲学的指导

，具体科学的研究就会迷失方向。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就是

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以此关系

分析题中的四个选项：A项明显是错误的，因为哲学不但不

等同于各门具体科学，更不能是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所谓

“科学之科学”；C项也明显错误，不是哲学是自然科学的

基础，而恰恰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D项本身观点正确，

但不符合题干要求，因为题干中强调的是哲学对各门具体科

学的指导作用。这样，由于单项选择的限定，只能选择B项。

【举一反三】本题稍微变动可命制不定项选择题。 3.唯心主

义的基本形式是 A.朴素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 B.

辩证的唯心主义和历史的唯心主义 C.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

心主义 D.可知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唯心主义 【命题目的】

本题考查考生对唯心主义派别基本形态的确认。 【参考答案

】C 【解题思路】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但是在

解释、理解“精神”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上，在唯心主义哲学

派别内部又有了分歧。有的认为世界的“精神本原”是人的

“主观感觉”、人的“心”、人的“理性”、人的“意志”

，这种凡是把“人的精神”作为世界本原的，就叫做主观唯

心主义；还有的唯心主义把虚无缥缈的，存在那么一个地方

的“精神”，黑格尔叫“绝对精神”，柏拉图叫“理念世界

”等非人的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这种称其为客观唯心主

义。所以C项为正确答案。 【举一反三】本题可将C项内容拆

开为两个选项，命制不定项选择题。 4.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



本问题的重要方面是 A.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问题 B.思维和

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C.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 D.思

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的问题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的知识点

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哲学基本问题两方面内容各自的

地位的确认。 【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回答本题必须把

握三个层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

包括哪些内容，哲学基本问题每方面内容的地位如何。 【举

一反三】本题可改为不定项选择题，题干为“哲学基本问题

包括下列方面”。其他几个问题也可命制选择题。 5.把世界

的本原归结为“宇宙之砖”、“万物的始基”、“原初物质

”的哲学是 A.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B.庸俗唯物主义 C.近代唯物

主义 D.宗教哲学 【命题目的】本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对古代

朴素唯物主义在解释物质本原问题上具体观点的确认。 【参

考答案】A 【解题思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坚持物质本原这

一唯物主义的共同原则。但是它们在解释物质本原是什么的

问题上，陷入了直观性和猜测性，即把具体的物质形态“水

”、“火”等作为世界的本原。所以A项是正确的。本题有

一定的难度，一般考生很难复习到这个层次。 【举一反三】

本题可命制不定项选择题，题干改为“下列命题属于唯物主

义观点的是”。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 A.理论和实

践的统一 B.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

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C.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D.实践

性、革命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

考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的确认。 【参考答案】D 【

解题思路】题中所给出的四个选项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

征，但本题作为单项选择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表示“基本



特征”的选项，只能是D项。考生选做本题时如果复习不到

位，得到这1分也是不容易的。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时，对于

那些答案独一无二的知识点要单独集中记忆。 【举一反三】

本题可命制分析题，比如，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特征。 7.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科学之科学”是因为它 A.并

不以科学为基础 B.可以囊括一切科学 C.给科学研究提供具体

方法 D.只提供指导科学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命题目的】

本题所考查的知识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关

系。 【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门具

体科学既联系又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等同于具体科学，

更不是包罗一切科学并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

”，它以各门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对各门具体科学的抽象和

概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

研究。题中的A项否认和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

的关系，B项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不

是提供具体方法，故C项也是错误的。这样将ABC三项排除，

只有D项才是符合题意的正确答案。本题没有太大的难点。

糊涂的考生会在C项和D项之间摇摆不定，最后错选了C项而

丢分。 【举一反三】本题变换角度可命制不定项选择题。 8.

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的根本分歧是关于 A.实践

本质的分歧 B.意识能动性的分歧 C.意识本质的分歧 D.世界本

质的分歧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

历史形态”中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的根本

分歧”。 【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所谓一元论即指世界

的本原是唯一的；二元论是指世界是不统一的，是物质和精



神两种本原。所以，本题其实只是分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的根本区别。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点即是对世界

本原上产生了分歧，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精神，唯物

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可见正确答案为D。 【举一反

三】本题在选项中给出几个名言或典故，要求考生正确区分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也可引用一段材料要求

考生进行分析。既可出单项选择题也可出不定项选择题。 9.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统一的关键是 A.发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B.肯定

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C.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D.把实

践理解为对象性活动 【命题目的】本题是考查考生对实践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的把握。 【参考答案】D 【解题思

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旧哲学在哲学内容上的不同就在

于，它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

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引起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而实现这

两个“统一”的关键就是实践。本题虽然很重要，但一般考

生只要懂得实践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这一观

点，就应轻松选出正确答案。 【举一反三】本题可以命制分

析题。 10.我国古代哲人提出“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

百物”，“和实生物”，这是 A.多元论观点 B.机械唯物主义

观点 C.主张矛盾调和的形而上学观 D.朴素唯物论观点 【命题

目的】本题主要考查考生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确认。 

【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一般考生对于中国古代朴素唯

物主义用“金、木、水、火、土”去解释世界的本原这一特

点是把握的，但具体化为“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

物”，有的考生就难以理解了，最容易当作“多元论观点”



来判定，因此而错选A。 【举一反三】本题可以命制分析题

。 11.“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风景都没有什么感觉

；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矿物的商业价值，他没有矿物学的感

觉”。这是 A.先验论观点 B.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C.说明人的

感觉具有主体性 D.经验论的观点 【命题目的】本题是考查考

生对人的主体性的理解和掌握。 【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

】人与动物不同，动物被动机械地反映外界，而人则是积极

主动地感觉、反映外界事物，即人具有主体性。集中表现在

，不同的主体对同一事物由于不同的目的，在观察、感觉、

反映时指向是不同的，因此所获得的认识也是不同的。题干

中马克思这段话就是说明了“人的感觉具有主体性”的特点

，即C项。本题没有难点，只要明白题干这段话是正确的，

就应该找到正确答案。题中的四个选项，其中ABD三项明显

不合题意，所以凭直觉都应选出C项为正确答案。 【举一反

三】本题的题干可直接用于命制分析题。 12.“现实世界是理

念世界的影子”是 A.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B.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C.形而上学观点 D.旧唯物主义观点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对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具体命题、观点相

区别的确认。 【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对于客观唯心主

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一般区别，考生是可以把握的。但具体

到判定某一个命题、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还是客观唯心主

义的，如果知识掌握的不全面，判断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

本题题干是古希腊典型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命题。

这里的“理念世界”不是指人的主观世界，而是独立于人之

外的虚无飘渺的“世界”，所以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命题。有

的考生会因此将“理念世界”误认为是人的主观意识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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