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研复习资料：《马哲》唯物论知识点记忆篇 PDF转换可能

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4/2021_2022__E3_80_80_E

8_80_83_E7_A0_94_E5_c73_494558.htm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

知识点记忆篇(一) 1、哲学的科学内涵。 (1)(理论性质) 哲学

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但是不能说哲学就是世界观，

世界观是自发的形式，哲学是自觉地理论形态) (2) (对象)哲

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

哲是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3) (功能)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

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4) 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

形态，在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 4、哲学基本问题。(选择重

点) a、定义(思维和存在的关系)；b、提出(恩格斯提出的哲学

基本问题)；c、内容(第一性，同一性)；d、每方面内容的作

用；e、每方面内容的地位。 (1)思维和存在(或精神和物质)的

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①思维

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即物质和意识哪个是世界本原

的问题，它是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唯一标准。②思维和存

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认识或能否彻底认识世界的问

题。这个问题是在认识论上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2)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第一方面是根本

的方面，它的解决制约着第二方面如何解决。第二方面的解

决也影响着第一方面。 9、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形态

。 (1) 唯物主义经历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

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种形态。 (三种唯物论

各自的观点、特点、局限性)(古代近代唯物论的共同局限性) 

①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把一种或几种具体的物



质形态、 “原初的物质”作为世界的本原，如水、火、气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具有非科学性、直观性、猜测性的局限

性。 (特点：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与自发辩证法相结合。)(中国

古代朴素唯物论：气、五行。) ②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基

本特征是，把基本粒子的构成、物质结构、物质结构的某种

属性即原子作为世界的本原。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在解释

物质本原问题上具有了科学性质和抽象性质的特点。近代形

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是：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懂辩

证法)、不彻底性(历史观是唯心的，半截子唯物论)。(唯物史

观是马哲最伟大的贡献，首创。) ③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是科学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2)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

：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

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原；客观唯心主义把“客观”精神当成

是世界的本原。二者的区别在于对“精神”的不同规定，但

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把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 (补

充--主观唯心论：1、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康德；2、物是感

觉的集合；3、存在就是被感知；2、3-贝克莱；4、自由选择

的意志高于一切-尼采；5、我思故我在-笛卡尔；6、万物皆

备于我；7、心外无物；6、7-王阳明。客观唯心论：1、黑格

尔-绝对精神、绝对观念；2、柏拉图-理念世界；3、中国古

代-理学、道；4、宗教-上帝、天命。) 10、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科学内涵。 (1) (对象、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2) (内容)马克思主义哲

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

统一。 (3) (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

统一。 (4) (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性、革命性、科



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哲学。(实践性和阶级性是最显著的特

点。) (5) (贡献)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发现。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最显著的特点、

哲学内容的特点 (1)实践性、革命性、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实践性和阶级性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点。 (2)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

和核心的、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①从实践出发，马克

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②从实践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的统一。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它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服务的，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体系。②它是具有彻底批判精神的理

论。包括对自己的学说也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 (4)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①理论体系的

完整性和彻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高度

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 又是自然观与历史观高度统一的历史

唯物主义。②实事求是的客观性原则。 (5)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阶级性， 主要表现在： 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要

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1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

西方哲学。 名称、特点、分派、典型代表、马哲与西哲的区

别 (1)现代西方哲学有两大流派，即科学主义哲学(波普)和人

本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只强调理性因素，认为

哲学必须以现代科学为依据。由于科学主义哲学只强调理性

因素，故又称其为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哲学主要包括：结构



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实证主义)、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

等。人本主义哲学把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主张哲学要以

人为中心。由于人本主义哲学强调非理性因素，故又称其为

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主要包括：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

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

义的精神分析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老年/青年马克思)。 (2)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①马克思

主义哲学把科学主义和科学精神、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区分

开来。它反对科学主义但重视科学精神，反对抽象人本主义

但重视人文精神；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对科学主义和人本

主义思潮的同时，注意到它们中的某些合理的有启发性的东

西，力求在当代科学技术成就的基础上，使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达到更完美的统一。 16、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及其意

义。 (1)物质是标志着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它独立于人的意

识之外，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它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

性。 (2)理论意义：①物质定义指出了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

识而独立的客观实在，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与

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②揭示了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可知论， 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③指

出了客观实在性是一切物质的共性，具有最大的普遍性，不

仅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而且正确地解决了哲学

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关于物质形态、结构和属性的区别和联

系。 (3)列宁给物质下定义的方法论原则： 是从物质与意识的

相互关系界定哲学物质概念的。 17、物质与运动的关系。 (1)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是指宇宙中发生的一切

变化和过程，包括简单的位移、过程、人类思维运动。 (2)物



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关系：①物质都是运动着的物质，运

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离不开运动。②物质是运动的主

体，任何运动都是物质的运动，运动离不开物质。③世界上

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之外什么也没有。 (3)如果割裂二者的关系

：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会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设想没有物

质的运动会陷入唯心主义。 19、物质运动与空间、时间的关

系。 时空相对性、可变性；时空的无限性、有限性； (1)空间

是物质的广延性或伸张性。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即具有长

、宽、高三度。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时间的

特点是一维性，即一去不复返的性质。 (2)时间、空间与物质

运动是不可分离的：一方面，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

空间中进行的，离开了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是不存在的；

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也离不开物质的运动，离开了物质运

动的时间、空间同样是不存在的。 (3)时间、空间既是无限的

，又是有限的，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统一。无限存在于有限

之中，无限的时空是由特定的有限时空构成的；有限包含无

限，任何有限的事物都包含无限的结构和层次；有限转化为

无限，有限的界限是可以超越的，超越有限即趋向无限。 无

限--无限大(宏观世界)，无限小(微观世界)，在有限之内，是

对有限的超越； (4)如果割裂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认为空

间、时间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是一种与物质无关的空洞形

式，就会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相反认为空间、时间是纯

粹的流逝或主观自生的，就会犯唯心主义的错误。 21.实践的

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选择重点)主体、客体、手段。

(1)实践的主体是具有实践能力并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人可以是

主体 也可以是客体)；实践的客体是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进入人活动范围的客观)； (2)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

特点：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具有物质性的特点，但又不能

把这种相互作用的本质归结为一般的物质性， 它体现了一般

物质实体相互作用所没有的崭新的关系，即目的与手段、创

造者与被创造者、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的关系。 (3)实践的主

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在实践过程中，主体一方面受到

客体的限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不断地发展自己的能力

和需求，以自觉能动的活动不断打破客体的限定，超越现实

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限定和超越或限定中的超越关

系，就是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 (4)实践的主体

和客体相互作用的内容和结果的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

用是通过主体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和客体非对象化,即客体主

体化的双向运动而实现的。 22、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形式

。(选择重点) (1)实践的基本特征：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和

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 观物质性活动。实践的特点

是：①客观物质性(实践三要素客观)；②自觉能动性；③社

会历史性；④直接现实性(最重要)。 (2)实践有三大基本形式

：生产实践、社会实践、科学实验，其中生产实践是最基本

的实践活动。 24、自在世界(自在之物)与人类世界的关系(为

我之物)。 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是人分的。 (1)自在世界(第一

自然)又称天然的自然界。包括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界，即先

在世界和人类产生后人的活动尚未深入到的自然界，即尚未

被人化的自然界。人类世界(第二自然、为我之物)又称属人

世界，是指人改造过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统一体。自在世界

是人类世界活动的客观的自然前提，不是与人类无关的世界

。 (2) 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是对立统一关系， 实践是自在世



界与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 (3)人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

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 (4)在

理解自在世界与人类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人在强大的自在世界面前无所作为；二是过度的人化自

然，改变了各种自然过程，造成生态失衡。这两种错误都会

给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 25、意识的产生。 意识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意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1)意识是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从物质自身中产生出有意识的生物

是物质的本性。“一切物质都具有类似感觉的反应特性--列

宁” 。意识产生大体经历三个决定性环节：①从无生命物质

的反应特性发展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 ②由低等生物的

刺激感应性进到动物感觉心理；③由动物心理飞跃到人类意

识。 (2)意识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劳动在意识的产生中起了决

定性作用：劳动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需要和可能，而

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社会性的劳动促进了语言的

产生，语言是意识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在劳动和语言的

推动下，猿脑变成人脑，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26

、意识的本质： (1)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

官。 (2)意识是对客观存在(近似)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主观

映象。 28、意识的能动作用： (1)意识的能动作用是指意识能

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2)意识能动作用

表现为：①意识活动的目的性、计划性；②意识活动的创造

性；③意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作用；④意识活动对人体活动

的控制。(3)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条件是：①要遵循客观规律

；②要通过实践活动；③要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手段、物质条

件。(4) 在意识的能动作用问题上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辩



证唯物主义的区别： ①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

， 把意识的能动作用绝对化， 否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

②旧唯物主义否认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夸大意识

对物质的依赖关系。③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承认物质决定意识

，还承认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

了辩证法。 29、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1)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归

根到底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物质在先，意识在

后。 (2)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即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先进的正确的思想、意识能够积极地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

，促进事物的发展；落后的、反动的思想、意识阻碍事物的

发展。 31、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不包括在哲学体系中，邪

教，注意排除干扰项) 庸俗唯物主义抹煞意识和物质的区别，

把意识也看作物质，认为意识是人脑分泌的特殊物质，否认

意识的主观特征。(人脑分泌思想就像肝脏分泌胆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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