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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专题复习指导及出题点(二) 考研政治哲学名师 李海洋 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的理论

。 “唯物论”和“辩证法”已经阐明了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

和永恒发展的。那末，物质世界能否为我们认识？认识的本

质和机制是什么？认识的过程和规律是怎样的？认识的真理

性标准是什么？这就是认识论要回答的问题。 “认识论”的

中心线索就是认识的本质、过程、真理性和思维方法。在逻

辑结构上分为四个层次，与这部分的四节相对应。 第一节“

认识的发生和本质”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

识，认识又指导实践。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

体的能动反映。认识的机制是对信息的选择和重构过程。 第

二节“认识的发展过程”指出，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

性认识的飞跃，再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的过程。认识发

展的总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与上

升的过程。认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以及认识过程中

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第三节阐述了“真理和价值”。真理是

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真理又是绝对真理与相

对真理的统一。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实践标准是确定性和

不确定性的辩证统一。价值和客观性的主体性。价值评价及

其尺度，价值选择及其实现。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

动的两大主题，二者的统一是人类活动的内在要求。 第四节



是“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识论

与辩证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是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辩证

思维方法就是人们正确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它包括一系列

相互联系着的基本方法。 一、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一)认识的

本质【高频命题点】(一般考多选题) 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

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1.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

的对立 2.反映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3.能动的反映论和消极的

反映论的对立 (二)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一般考多选题) 主体

的反映是一个能动的创造性过程。 1.认识包含主体对客体的

作用。 2.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一种创造性的反映。 3.认识是

反映和创造的统一。 反映在创造中实现；创造受反映制约。

(三)认识中的反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系【重点考点 难

点】(一般考多选题 可能考材料分析题) 1.能动反映过程中的

信息变换 (1)信息是同世界的物质、能量过程紧密联系的普遍

现象。 (2)主体认识客体就是获取客体信息，并经过信息变换

在主体头脑中建构出一个与客体异质同构的观念系统的过程

。 转化过程：①实物信息 ②客体特征信息 ③编码信息 ④观

念信息。 2.能动反映过程中的选择机制 (1)选择是反映者在接

收对像信息时①根据自身的需要，②由于客观条件，只反映

被反映者的某些特性。 (2)选择表现为主体①感觉器官的选择

；②思维对知觉、表象中信息的选择。 (3)认识的选择机制和

反映特性并不矛盾，本身就是能动反映的表现。 3.重构是实

现能动反映的内在机制 (1)重构是指主体在思维中对客体信息

的建构过程。重构就是主体把经过选择、加工的客体信息在

大脑中重新组合为观念的体系。 (2)重构同反映并不矛盾，而

是实现能动反映的重要环节，它是认识过程中主体能动性和



创造性的突出表现。 4.解放思想，更新思维结构 马克思主义

的能动反映论鲜明地体现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辩证统一。

(1)由于主体的思维结构、认知定式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形

成的，因此，认识的主体应以实践为基础不断调整和更新自

己的思维结构，从而实现主体对于客体的相符性反映。 (2)解

放思想，即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换脑筋”，在哲学上就是指

更新思维结构，这样才能使认识跟上不断发展着的客观实际

，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四)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

实践的指导作用(一般考多选题) 实践和认识辩证关系原理：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决定认识，认识也指导实践。这

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

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

主义哲学强调以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指导实践；就实践与认识

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与认识的统一。 

二、认识的发展过程 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是从实践到认识，

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认识过程中的感性认识

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高频命题点】(一般考单选题、多

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认识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由

实践到认识，即从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然后能动地发展到

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的含义 2.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互相依存 ①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

的唯物论。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

的辩证法。为了改造世界，必须认识规律，感性认识只有上

升到理性认识才能完成认识的任务。 3.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的错误观点 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在哲学史

上表现为唯理论和经验论。 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的

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唯理论和经验论又各有唯物主

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从

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可能考材料分

析题) 1、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

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条件一是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

。二是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 2、

第一次飞跃是否可靠，理性认识本身无法回答。要解决这个

矛盾必须实现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这是认识过程中更

为重要的一次飞跃。这一飞跃既指导了实践，又检验了认识

。 (三)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一般考单选题、多选

题) 1.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含义 理性因素是指人的理性直

观、理性思维能力，在认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非理性因素

包括：①情感、意志，它们不属于认识能力，而是一种精神

力量。②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这类因素虽属于认识

能力，但具有不自觉、非逻辑性的特点。 2.非理性因素的作

用 (1)动力作用。(2)诱导作用。(3)激发作用。 (四)认识过程

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一般考单

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认识过程的反复

性是指，由于认识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人

的认识往往要经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到

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2.认识发展的无限性是指，客观

世界是无限发展的，因而人类认识的发展也是永无止境的，

表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实质

上是前进上升。 3.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决定了认识和



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人类的实践和认识的永无止境，

要求我们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

的先导，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第 1 页：考研政治马

哲认识论专题复习指导及出题点(一)第 2 页：考研政治马哲认

识论专题复习指导及出题点(二) 考研政治哲学名师 李海洋 三

、真理与价值 (一)真理及其客观性【高频命题点】(一般考单

选题、多选题) 1.真理的涵义 真理是标志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

相符合的哲学范畴。谬误是主观认识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

违背的认识。 2.真理的客观性 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的

标准是客观的社会实践。 (二)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及其辩

证关系【命题热点】(一般考多选题、可能考材料分析题) 1.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涵义 (1)就真理的客观性而言，任何真

理都包含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内容。(2)就人类认识的本性来说

，完全可以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3)从真理的发

展来说，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真理的相对性

或相对真理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的正确认识是有限度的。

2.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1)相互包含 一方面，任何

相对真理中都包含有绝对真理的颗粒；另一方面，无数相对

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 (2)辩证转化 任何真理性的认识都

是由相对真理向绝对真理转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真理是由

相对走向绝对的永无止境的过程。 3.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

证关系的原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反对真理问题上的绝

对主义和相对主义 绝对主义片面夸大真理的绝对性，表现为

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 相对主义片面夸大真理的相对性，表

现为怀疑主义和诡辩论。 (2)科学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

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也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以科



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 (三)真理

的具体性 【重点考点】(一般考多选题，间或考材料分析题)

1.真理具体性的含义 (1)真理不是抽象的。(2)真理是有条件的

。(3)真理是个过程。 2.真理与谬误的关系 (1)真理和谬误在一

定范围内的对立是绝对的。关于同一范围内的同一对像的判

断不能既是真理又是谬误。 (2)在确定的范围之外，真理和谬

误的对立是相对的。 真理向谬误转化： ①真理超出范围。②

真理超越还是落后于事物的发展。③把全面的真理内容彼此

割裂。 谬误向真理转化： ①超出一定范围后回归。②失败常

常是成功之母。③在批判谬误中发展真理。 (四)检验真理的

实践标准【命题热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1.实践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所决定

的。 (1)真理的本性是主观和客观的一致、符合。检验认识的

真理性，就是检验主观同客观的符合度。(2)实践的特点是指

实践的直接现实性。实践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客观的物质

的活动，是沟通主观和客观关系的“桥梁”。 2.实践标准既

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1)实践标准的确定性或绝对性是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一切认

识都是客观真理，都具有不可推翻的性质。 (2)实践标准的不

确定性或相对性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实践具有局限

性。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 (五)价值

及其客观性和主体性(一般考多选题) 1.价值即客体对于主体

的有用性，是对人与社会的积极意义。 2.价值的二重性 价值

的客观性：价值必须以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为现实基

础。 价值的主体性：客体是否具有价值要以人的需要为基准

。 (六)价值评价及其尺度【重点考点 难点 命题热点】(一般



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1.价值评价是主体在对客体属性、本

质和规律进行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

客体。 2.价值尺度 科学的价值尺度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合理

的主体需要。价值尺度的确定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

的社会结构的区分为依据的。人类主体的根本利益是价值评

价的最高尺度。 (七)价值选择及其实现【重点考点 难点 命题

热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1.价值选择的多样性 人

们的价值选择是多样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体现价值观的差异

。 2.价值选择的统一性 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选择必

然是在众多的价值取向中保持一种主流的价值导向，以引领

价值选择的正确进行。 3.价值实现的前提和途径 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是实现价值的首要前提，价值实践是实现价值的唯一

途径。 (八)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命题热点】(一般考单选题、

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 真

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活动的两个基本原则。真理原则是

指人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价值原则是指人类

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造世界。 2.二者的辩证关系 二者在根本

上一致，凡是真理必有价值，凡有价值的东西应不与真理相

悖。 但二者又有区别，侧重点不同。真理强调主观符合客观

，价值则强调客体满足主体。 3.实践意义 真理和价值之间的

矛盾是人类活动的内在矛盾。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人类活动

的内在要求。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与价值的具体的历史的

统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内在条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

条基本原则。 四、辨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思维方法的本质

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重点考点 难点 易错点】(一般考多选

题、甚至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思维方法的本质是主体化



了的客观规律和关系，是客观规律在人脑中的内化，是人们

认识世界的中介。 (二)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一般考多选题) 1.

归纳和演绎 归纳和演绎是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归纳

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原理的方法。演绎是从一般原理

推论出个别结论的方法。 2.分析和综合 分析是把认识的对像

分解，综合则是把分解出来的不同部分加以整合，达到对事

物整体的认识。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是

矛盾分析法的具体运用。 3.抽象和具体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

方法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 ①“感性具体”只是感官直接

感觉到的具体。 ②“思维抽象”是对客观事物某一方面本质

的概括或规定； ③“思维具体”不同于“感性具体”，它是

多重规定、多方面属性的综合。 4.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逻辑指

的是理性思维，它以理论的形态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历

史包括客观现实和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 历史是逻辑的

基础和内容，逻辑是历史的在理论上的再现。 逻辑是“修正

过”的历史。历史是现象序列的延续，逻辑是本质联系的展

开。 (三)辩证思维方法与科学方法、思想方法(一般考多选

题) 哲学方法以科学方法为认识基础，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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