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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7_467286.htm 1.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物体。 错

。以偏概全。物体是物质的表现。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

在性。 2.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对。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3.

矛盾的斗争性推动事物的发展。 错。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是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是对立统一关系，不能独立存

在。 4.一切联系都是因果联系。 错。是前后相继，必然联系

。2特征。 5.假象和本质相反，不反映本质。 错。假象是歪曲

的反映本质。 6.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 错。必然性与偶然性

是对立统一的。没有纯粹的必然与偶然。这里割裂必然与偶

然。 Ex：科学研究往往是从偶然得到启发，发现必然。 7. 唯

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错。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

能动的反映论。变动，直观是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旧唯物

主义不懂实践与辩证法。 8. 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理论就是

永恒不变的真理。 错。实践标准的2重性。真理发展由相对

到绝对。真理都是发展的。 9.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对。渗透

。转化为生产力到三要素。 10.社会意识形式属于思想上层建

筑。 错。社会意识与经济关系的2个方面。意识形态（上层

建筑）。 11.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错。人

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会性。生产关系最基本，是历史的发展。

12.新事物就是新出现的事物。 （l）错误。混淆了新旧事物的

本质区别。 （2）新生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旧事物则是指丧失了存在的

必然性而日趋灭亡的事物。 （3）区别新旧事物的根本标准



：是否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是否有强大的生命力及远

大前途。不能把是否是新出现的作为衡量标准。有些事物虽

然是新出现的。但本质上却是旧事物，是旧事物以新的形式

出现了。 13.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 答：错误。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杰出贡献和党的集体智慧的

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构筑的理论大厦。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这一伟大工程的建设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创造最多

、水平最高，因此，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是天经地义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

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但毛泽东思想又不是毛泽

东同志的个人独创，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都对它的形成和发

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和文献都丰富了毛

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因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

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 14.假象是一

种错觉。 （l）错误。假象与错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能混

淆。 （2）假象是现象的一种，是歪曲地表现本质的现象。

假象同真象一样也是本质的表现。是本质的一个规定、一个

环节、一个方面。 （3）假象和错觉有本质的区别：假象是

客观事物本身的表现，是客观的；错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

错误认识，是主观的。 （4）假象同错觉又有联系，即假象

容易引起人们的错觉。 15.大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

对象之一，因此，它始终是被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的。 答：

错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大资产阶级是中国民

主革命的主要对象，推翻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

国情，在特定的条件下，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有时也是民主革



命的团结对象。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

内的主要矛盾。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

国共产党号召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就包括一部分

大资产阶级。这时，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就暂时地成为统一战

线的对象，而不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

斗争的方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抗

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大资产阶级又成

为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 16.一个人所有的知识都直接来源于

实践。 错误。这是把知识的来源与获得知识的途径混为一谈

，把学习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对立起来。 （l）知识或认识从

根据上说来源于实践，但不能说每个人的知识都直接来源于

实践。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看待书本知识和直接经验的关系

的问题。 （2）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

，但人们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一个人的多数知识来

自于间接经验，一切真知都来源于实践，没有直接经验就不

可能有间接经验。因此，在强调实践出真知的同时，又必须

重视学习间接经验用于指导实践。 （3）必须把学习间接经

验同直接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学习书本知识或他人的直

接经验，要在自己的直接经验中，才能真正理解，变成自己

的知识；另一方面，书本知识、间接经验是否可靠和完善，

也要在自己的直接经验中检验、补充和发展。 17.在中国民族

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天然领导者”。 答：错误

。人类社会一般的规律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资产阶级及

其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但是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近代中国民



族民主革命的对象异常强大，中国要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阶级，联合各革命阶级，才

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中国资产阶级应当担负起反封建的民

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但由于其自身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它始终没有能力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资本主义道路

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革命客观上要求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

新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正是顺应时代的这一要求，成为中

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而且，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许

多特殊优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

革命的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坚持无产阶

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

基本原则。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一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

在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认 识清楚。在民主革命早期，党内曾有

人认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天然领导者”。这种观点

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天然领导者”

的认识却是错误的，因为，领导者并非天然地属于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等会尽一切力量来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民主

革命的实践证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通过不断的斗争来实

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 18.多数人拥护的就是真理。 （1

）错误。多数拥护的不一定就是真理。 （2）真理是标志主

观认识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

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检验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要看它是否

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只有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才能充当这

一标准。而人们是否拥护，这是一种主观判断，不能作为客

观标准。 （3）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它必然在指导实践中获得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这是实



践标准的作用。但不能说获得多数人拥护的就一定是真理。

迷信和谎言在一定条件下被多数人拥护，但却不是真理；如

果一种真理性的认识开始时只有少数人拥护，也不能否认它

是真理。最终还是由实践来证明其真谬。 19．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 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继

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政治、文化制度，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以便为大规模地有

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准备条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

主义的过渡时期。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开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社会主

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

位，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建立起来，才实现了从新民

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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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