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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转换的过程，而实现这一转换的中介

是劳动实践。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这是因

为通过实践活动 A．人与外部世界实现了物质交换和精神交

换 B．实现了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的双向运动 C．主体

把客体信息改变为主体的思维形式和内容 D．主体把信息进

行思维加工，产生改造客体的目的、计划、方法等实践观念 [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实践的中介作用的表现。 

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和中介，实现着主体客体

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体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的

改变的一致性。实践在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中介作用包括物

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首先，在物质关系中，一方面人按照自

己的目的作用于客观事物，使客观事物改变原有的状态，变

成新的适合人类需要的形态。另一方面是人在改变客观事物

时，客观事物也不断作用于人，使人适应外界环境的需要，

这意味着客体对主体的意识、观念产生了影响和作用。其次

，在精神关系中，主体在认识客体时，也就在观念中改造着

客体，这不仅表现为主体总是把客体的信息改变为主体的思

维形式和内容，而且还通过信息处理的过程产生改造客体的

目的、计划、方法等实践的观念。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D选项。 2．实践活动内在地包含的关系有 A．人与自

然的关系 B．人与社会的关系 C．人与人的关系 D．人与其自

身意识的关系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实践三种基



本形式内在包含的关系。 实践具有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生

产实践。这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即物质生产的

活动。这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实践活

动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认识的最基本的源泉和动力。第二

，处理和变革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实践，即人类的社会交往

以及组织、管理和变革社会关系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

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实践。这是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

系的实践活动。第三，科学实验。这是从生产实践中分化出

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实践活动，是专门为了认识世界而进行

的探索性的准备性活动。此外，艺术和教育活动也与科学实

验一样，属于以生产精神文化产品为直接目的的精神文化创

造实践，处理的是人与自身意识的关系。这些关系即物质的

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选项。 3．实践主体的能力

结构包括 A．前人的活动成果 B．人本身的自然力 C．主体实

际掌握、运用的知识和经验 D．主体的情感和意志 [命题分

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 实践的主

体是实践活动中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素，他担负着提出

实践目的、操纵实践工具、改造实践客体，从而驾驭和控制

实践活动的多种任务。实践的主体首先具有能力结构。在主

体的能力结构中存在着三种基本要素：第一，“人本身的自

然力”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物质基础。人本身具有与自

然物相适应的自然力，因而可以与其进行直接的物质交换，

能以一种现实的、感性的力量同自己的对象发生相互作用。

人不仅能积极地适应自然界，还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界，创

造出自然界不可能自动生成的客观对象。第二，进入主体实



践活动领域为主体所实际掌握、运用得知识和经验，是实践

主体能力结构中的智力因素。在实践活动中，作为主体能力

的知识要素主要是指为实践主体所消化、吸收的知识和经验

，它主要是作为主体改造客体的目的和方法而发生作用的。

第三，主体的情感和意志是实践主体能力结构中的精神因素

，它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实践能力的发挥

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实践的主体是知、情、意相统

一的整体，实践主体能力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知识的主导作用

，而且总是伴随着主体对客体的情感体验和意志努力。实践

主体的这些能力要素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实践主体的

这些能力要素都与实践自身有关联，A选项与实践主体自身

无关，因此，不属于实践主体的能力结构。因此，本题的正

确答案是BCD选项。 4．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

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

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

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

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这说明 A．只有在

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 B．社

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C．人不仅仅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在本质上更是“社

会存在物” D．人对自然界的关系只有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联系起来才能成为“人的关系”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

知识点是：人的本质、自然的人化同人类社会的关系。 物质

生产实践虽然不能使自然物的本性和规律发生变化，但却能

把人的内在尺度运用到物质对象上去，按人的方式来规范物

质转换活动的方向和过程，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在实



践中，天然自然这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体现了人的目

的、并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一过程就是自然

“人化”的过程，其结果是从天然自然中分化出人化自然，

使自然界在人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获得属人的性质，不断地被

改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

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改造

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

关系。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

的现实关系。“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

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就是说，自然界的

“人化”是在社会之中而不是在社会之外实现的。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

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BCD。 5

．哲学上把未经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把经过

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关于二者的正确的哲学

判断是 A．第一自然是物质的，第二自然部分是物质，部分

是意识 B．第一自然是脱离人的物质世界，第二自然是人的

意识的产物 C．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都是物质自然，第二自

然是人类实践创造的物质新形态 D．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都

是物质自然界，都是人类认识与改造的对象 [命题分析] 本题

考查的知识点是：认识客体的基本形式自然客体。 第一自然

和第二自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统称为自然客体。自然客

体是指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包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和人类

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人化自然物。前者称之为第一自然，后

者称之为第二自然。第一自然不可能脱离第二自然，它要以

第二自然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第二自然毕竟不同于



第一自然，不是其自动延伸的产物，从根本上说，人化自然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人的对象世界。因此，不论是

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都是物质自然，都是人类认识与改造

的对象。A、B项之所以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人化自然是主体

在实践中把自己的目的、能力和力量物化为现实的东西，因

此第二自然和第一自然一样都是现实的物质自然。A项把第

二自然机械地区分为部分是物质，部分是意识是错误的。B项

把第二自然说成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D选项。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元霄节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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