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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501122.htm 一、定义 1.本质： 质学与世界

观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哲学也是世界观，但世界观

并不都可以称为哲学，只有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才可

称为哲学 2.功能： 哲学与方法论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

一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去观察、分析、思考和

解决各种问题，就是方法论。世界观与方法论是统一的。 二

、基本问题 1.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 一个问题：全部哲学

，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2.内容：何者第一性\有无同一性两个方面： ①思维与存

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即精神与物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亦即谁决定谁的问题 ②思维和存在、精神（意识）和物质有

无同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否反映存在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

题 3.论据：不能回避\ 前提基础\斗争焦点\实践问题 四条论据

： ①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而必

须做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②如何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③思维和丰在的

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各派斗争的焦点，从而成为划分哲学基

本派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 ④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也是人们社会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三、主要派别

1.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基本派别） ⑴定义：哲学基本问题

的第一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是区分哲

学基本派别唯一的科学的标准。依据哲学家们如何回答思维

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哲学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两个基本派别。所谓唯物主义就是主张物质（存在）第一

性、意思（思维）第二性，物质决定意思、意识是物质的派

生物的哲学派别。所谓唯心主义，就是主张意识第一性、物

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物质是意识的派生物的哲学派别

。 ⑵形态：首先，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形态。唯物主义哲学

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同唯心主义的斗争

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大体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或历

史形态：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古代的朴素唯物

主义；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二个历史形态是近代形而上学唯物

主义；唯物主义发展的第三个历史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其次，唯心主义的两种基本形式。哲学史上出

现过许多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但归结起来不外客观唯心主义

和主观唯心主义两种基本形式。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万事

万物之前，先有一种神秘的"客观精神".它是万事万物的本原

，物质世界只不过是这种客观精神的产物和表现。主观唯心

主义把个人的精神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或现象，是感觉或意识的产物。 ⑶根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以及与此相交织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的存在

和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概括来说主要有社会历史根源

、认识根源、阶级根源。 ①社会历史根源：主要指社会实践

的性质和发展状况，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就存在着产生唯物

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厚根源。 ②认识根源：在人们的认识活

动中，也存在着正确认识事物和歪曲认识事物两种可能性，

即唯物正确观点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 ③阶级根源：在阶

级社会里，唯物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同阶级之间的矛

盾和斗争是分不开的。 2.一元论与二元论 唯物主义和彻底的



唯心主义都主张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本原，所以它们都是一元

论哲学。哲学史上的二元论，否认世界有一个统一的本原，

认为精神和物质是两个各自独立、互不依赖的本原，是哲学

上的折中主义。 3.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

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不同回答，把哲学区分为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凡是肯定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承认客

观世界能为人们所认识的哲学观点，属于可知论； 凡是否认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否认客观世界能被人们所认识，或者

否认客观世界能够被人类彻底认识的哲学观点为，属于不可

知论。 4.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都是运动、变化、发展的，没有绝对静止和永恒不变的东西

； 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不只是量的变化，而且有质变和飞跃； 

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源主要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自

身所包含的矛盾性。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历史形态：辩

证法的第一个历史形态是古代朴素辩证法；第二历史形态是

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唯心主义辩证法；第三个历史形态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

物都是彼此孤立和固定不变的；虽然有时也承认事物数量的

增减和场所的变更，但否认事物的根本质变和飞跃；认为事

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在于外力的作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是事物自身运动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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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