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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2971.htm 1．“意识是客观存在

的主观映象”的命题是指 A．意识是主体和客体连结和转化

的中介 B．意识是客观精神的主观映象 C．意识的形式和内

容是客观的 D．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命题分

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意识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

。 在意识中体现了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立统一，这

种对立和统一表现在： 首先，从意识的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

来看，意识是由各种反映形式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它包括

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形式和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形

式。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是自然生物历史的产物，是人的主

观世界所特有的，意识就其既成的反映形式来说是主观的。

但是，无论感性认识所反映的事物的现象，还是理性认识所

反映的事物的本质，最终都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存在。 其次，

从意识的主观差别和客观根源来看，意识的主观性还表现为

不同主体之间的差别性、同一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差别性。

第一，意识的两种反映形式即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都是人

的主观世界所特有的。第二，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不同

的主体之间会有不同的反映，这些差别都显示出意识的主观

性。第三，意识的主观特征特别表现在意识具有虚幻的反映

、超前的反映方面。从内容上看，无论是正确的意识，还是

错误的、虚幻的意识，归根到底都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都

来源于客观外界，都能从客观存在中找到原型。 最后，从意

识的主观特征和客观基础来看，意识的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它



是对客观对象近似真实的反映，而且还可能表现为它是对客

观对象的歪曲的或虚幻的反映。但这种虚假的主观映象(如鬼

神观念)仍然是对于客观对象的反映，都可以从现实世界中找

到其物质“原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选项。 2．人类意识

产生的历史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决定性环节 A．概

念、判断、推理 B．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实践 C．生物的

刺激感应、动物的感觉和心理、人类意识 D．客体、主体、

客体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意识起源的决定性环

节。 根据具体科学的研究，意识起源的基本环节有三个，即

第一，由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级生物的刺激感应

性；第二，由刺激感应的反映形式到动物的感觉和心理；第

三，由一般动物的感觉和心理到人的意识的产生。人类意识

是在动物感觉和心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生物的反映由刺

激感应性到动物的感觉和心理的发展，使人类意识的自然史

前提，它为人类意识的产生准备了自然条件。意识起源的基

本环节说明了意识是物质自身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物质不

是意识的产物，而意识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C选项。 3．狼孩没有意识，这一事实说明意识的产生 A

．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的产物 B．不

仅是物质现象而且是社会现象 C．是社会的产物，而不是自

然界发展的产物 D．不仅反映自然界而且反映社会 [命题分

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人类意识的起源和本质。 从意识

的起源来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既是自然

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的直接产物。首先，自然界物

质产生出意识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

历了三个决定性的环节：从无生命物质的机械的、物理的、



化学的反应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从刺激感应性到动物

的感觉和心理；从动物心理到人类意识。其次，在意识的产

生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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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产生对于意识的形成

具有决定意义。意识起源问题的科学解决，揭示了物质对于

意识的根源性，意识对于物质的派生性，从意识的起源方面

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选项。 4．唯物辩证法认为假象是 A．与

本质无关的现象 B．纯粹偶然的现象 C．人的主观错觉 D．以

歪曲颠倒的形式表现本质的现象 [命题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

点是：假象的本质。 假象是现象的一种，它以否定的形式表

现事物的本质。本质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一般以肯定的形式

表现出来，即现象与本质相一致，这是一般的现象，也称真

象。但是由于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及其所处条件的复杂性

，也有的现象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现本质，与本质不一致，形

成假象。假象客观地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如海市蜃

楼、动物假死等等。假象不同于人的错觉，错觉是由于人的

主观错误而产生的，属于主观的范畴。假象则是客观的，它

同一般现象一样，也以事物的本质为依据，由本质所产生和

决定，只不过由于事物内在矛盾的特殊性和所处条件的复杂

性，以否定的、歪曲的形式表现着本质。人们不仅要认识事

物的一般现象，而且要善于识别假象，只有这样才能从正反

两方面完整地、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本题的正确

答案是D选项。 5．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心不在焉，则



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这段话表明人的

意识具有 A．客观性 B．能动性 C．对象性 D．任意性 [命题

分析] 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意识的能动性。 唯物辩证主义

在肯定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又承认意识在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主

要表现在：第一，意识反映世界是自觉的有目的的反映，具

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第二，意识不仅反映事物现象，而且反

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仅能反映现存事物，而且能追溯过

去、推测未来，创造一个理想的或幻想的世界，具有能动创

造性。第三，意识可以通过“思维操作”实现对客观事物的

超前的、观念的改造，指导并通过实践把理想变成现实，从

而改变创造世界。第四，意识还能控制人体的生理活动。意

识的能动作用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认

识和实践中，人们只有充分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正确

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进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题中的

“心”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心

在人身之中央，是人身的主宰，具有精神活动的功能。荀子

这段话就形象地说明了人的感知活动要受到意识活动的支配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反映客观对象时总是根据实践

的需要，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和要求，抱着一定的目的和动

机。人类的意识反映什么内容，不反映什么，都由人自己的

主观意志决定，这充分地说明了意识具有的能动性特征。本

题的正确答案是B选项。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元霄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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