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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在学科中的地位 本章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论内容

的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

并将实践放在首位，作为全部认识的来源程序、动力和认识

真理性的标准，引起认识论的根本变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是革命的能动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本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唯物论和辩证法原理在认识过程中的贯彻和运用。 2.重点难

点 （1）重要概念：反映论、先验论、认识、主体和客体、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非理性因素、真理、真理的相对性和

绝对性、真理标准、价值、辩证思维方法、思维具体和思维

抽象。 （2）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理解。 

（3）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 （4）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以及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和导向作用。 （5）从感性认

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即认识的

两次飞跃，认识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主观和客观、认识

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6）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7）真理及其客观性、具体性。 （8）价值及其客观性和主

体性、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9）真

理的绝对性（绝对真理）和相对性（相对真理）及其辩证关

系。 （10）真理检验标准及真理检验标准问题上的辩证法。

3.复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本章要 （1）弄清楚能动反映论和

机械反映论的不同点。 （2）要把主体与主观、客体与客观

区别开来。 （3）注意经验论和经验的区别。 （4）客观真理



论和主观真理观的对立。 （5）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与绝对

主义真理观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的区别。 （6）要将抽象和具

体这一辩证思维方法放在思维领域、理性认识范围探讨问题

，这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也就不会与“从认识

到实践”的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混淆起来。 本章中实践与认识

的辩证关系、认识的两次飞跃、认识的无限反复和发展、在

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可以综合起来，作为大型分析题的原

理部分。比如，2001年文、理科的第34题就是综合运用了辩

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此外以上原理最容易和

自然科学方面的材料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说明。 在整个马

克思主义哲学中，本章是能够联系实际问题最多的一章。 4.

考试预测 2008年，本章有可能综合几个原理分析具体生活事

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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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