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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501112.htm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之科

学"。（错误） （1）"科学之科学"是指把哲学当作包括一切

科学在内、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永恒不变的理论体系。古

代哲学家把哲学看成是"知识的总汇"，近代一些哲学家把哲

学说成是’"科学之科学"。 （2）近代以来，随着各门具体科

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就成为人们必

须正确回答的重要问题。 （3）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阐明

了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二者

既相区别又相联系。 ①二者的区别是，具体科学以世界某一

领域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哲学则以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

律为研究对象； ②二者的联系是，哲学以具体科学的成果为

基础，并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哲学所概括的关于自

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对具体科学的研究又提

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体

科学的"代替论"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科学研究的指

导作用的"取消论"都是错误的。 （4）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

是"科学之科学"，这既限制了具体科学的发展也使哲学背上

沉重的包袱而不利于发展。（本辨析题可回答马克思主义哲

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 2.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

特点。（错误）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的特点，而

不是唯一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革命性和

科学性相统一的无产阶级哲学，它具有实践性、阶级性、科

学性和革命性特点。 （1）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显著



的特点。它以实践为基础，来自实践，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

设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

主义最基本的观点。 （2）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

显著特点。其他哲学都掩盖自己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

则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3）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实践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的科

学性是指它正确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它的革命性是指它把变革旧世界作为己任，它不崇拜任何

东西，它在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是科学性和革命性

的统一，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必要前提和保证，革命性是科学

性的必然结论和归宿。 3.世界统一于存在。（错误） （1）这

是一个折衷主义的命题，它否认了世界统一于物质，实际上

是唯心主义观点。 （2）世界的统一性问题，是关于世界有

无共同的本原问题。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上

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唯心主义则认为世

界统一于精神。 （3）世界统一于存在的"存在"，是一个不确

定的概念。它作为"思维"的对立面，是物质的存在；单独的"

存在"概念，既可以是物质的存在，也可以是精神的存在。可

见，把"存在"作为世界统一的基础，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

主义的对立，实际上宣扬的是精神的存在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 4.尊重客观规律，就会妨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错误） 

（1）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违背客观

规律必然在实践中遭到失败。 （2）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

客观规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尊

重客观规律为前提，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又必须以发挥主观

能动性为必要条件。 （3）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



的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

结合起来，既反对否认客观规律的唯意志论；又反对否认发

挥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或宿命论。 5."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

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正确

） 这是马克思在论及观念的产生及其本质时所说的一句话。

这一论断表明： （1）意识和观念就其内容而言，它来自外

部物质世界。所谓"移入人的头脑"就是指通过感觉和思维对

外部物质世界的反映，把物质的东西变成人脑中观念的东西

，也就是达到对物质世界的观念的把握。 （2）人脑对外部

物质世界的反映，不是机械地照映外物，而是人脑对客观物

质进行加工改造，人才产生出观念，实现对客观物质的观念

把握。人脑改造物质的过程，就是一个对感性现象材料进行

科学抽象加以改造，从而观念地把握客观物质的本质和规律

的过程。 6.正确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错误意识则是人

脑主观自生的。（错误） （1）意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

的统一。任何意识形式，不论其内容如何特殊，不论其是否

远离现实生活，都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都

是来自客观世界，都能在客观世界中找到它的"原型". （2）正

确思想或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错误思想或意识是

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即使是荒唐的观念也不是头脑中固

有的。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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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巧媳妇难为

无米之炊。 对。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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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新事物就是新

出现的事物。（错误）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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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矛

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正确） 理由如下： 

（1）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的特

殊性是指不同事物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每一个侧面都各有其特

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不

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2）每一事物既包含矛盾的普遍性

，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矛盾的普

遍性是从许多特殊矛盾中抽象出来的共性，它只概括了每一

特殊矛盾的一部分、本质，而不是矛盾特殊性的全部。所以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矛盾的特殊性

表现出来。 12.偶然性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只起破坏作用。（错

误） （1）这是对偶然性的一种片面性的认识。 （2）偶然性

是和必然性相对应的哲学范畴，它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中不

确定的趋势，产生于事物的非根本矛盾和外部条件。 （3）

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和补充，受

必然性的支配和制约，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 

（4）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偶然现象

所提供的"机遇"，揭示其背后的必然规律性。在实践活动中

，利用偶然性所提供的有利"机遇"，促进事物的发展，避免

不利的偶然性因素对事物发展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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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