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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一、认识的发生和本质 1.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

义哲学把认识发生的字人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结合起来，从

出发，认为劳动在认识的发生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实

践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认识活动的发生提供必要性和可能性

；劳动实践促进了人脑的发育，并通过这种活动在人脑中的

内化，产生了人所特有的认识结构和图式，形成了人的认识

能力；劳动实践促进了人的交往及语言、符号的产生和发展

，使人的认识活动获得了不同于生物遗传的社会遗传方式。

所以人的认识能力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 如何

理解认识的本质，这是认识论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是能动的反映论，科学地揭示了认识的本质，即认识是在

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首先，坚持了唯物主义

反映论原则，认为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其次，揭示出

人的认识所具有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再次，强调能动

性和反映性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是

以实践为中介而实现的。 2.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 认识中的反

映与信息、选择、重构的关系 认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

过程和结果，既有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更有主体对客体的作

用。主体是具有复杂结构和进行活动的社会性的人，它在反

映客体的过程中，必然会动用其内部结构的所有功能，对所

反映对象的内容进行选择、整理、改造、解释、猜想等等。

因此人的认识不仅能对客观对象进行直观的摹写，而且能对



客观对象作出抽象和概括的反映；不仅能反映事物当下的样

子，而且能反映它由于人的改造活动而可能成为的样子。人

的认识不仅仅是客观事物的摹本，并且为改造客观事物提供

蓝图，这就是认识主体在反映中的创造性。 主体反映客体的

过程就是主体获取并加工、处理客体信息的过程，需要发挥

人的信息选择机制和信息重构机制的作用，这是主体能动性

的重要表现。选择、重建是主体能动地反映客体的具体环节

，它不是否定反映，而是进一步说明了如何进行反映。 3.实

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实践是认识的

基础，它对认识具有决定作用，具体表现在：实践是认识的

源泉，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

理性的根本标准，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 认识对于实践也

有巨大的反作用：实践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本身就

包含认识的因素，需要以正确的认识作先导；认识活动及其

成果具有相对独立性，遵循其特有的逻辑；认识能够反过来

指导实践。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有两种情况：一是正确的理论

指导实践会使实践顺利进行，达到预期的效果；二是当错误

的理论指导实践时，就会对实践产生消极乃至破坏性的作用

，使实践失败。 4.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及其现代意义 在

中国哲学中，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表述为知与行的关系。从孔

夫子到孙中山，十分重视知行问题的探讨，提出不少深刻的

见解，主要表现在：第一，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知行相须，知行互发。朱熹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

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王夫之则概括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

并进而有功.第二，知和行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知行两

端，不离不一。王夫之提出知行终始不相离.王守仁提出知行



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第三，重视知的作用。知然后行，行为知功.荀子说知明

则行无过矣.《礼记？大学》把格物致知放在八条目（格物、

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首。孙

中山提出因知以进行，能知必能行.第四，重视行的作用。行

而后知，行以验知。孔子提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荀子认为不

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第五，重视实际行动和勤于实践。孔子强调道德修养要落实

到行.宋以后的思想家则提倡习行、习功.孙中山也强调行的重

要，鼓励人们勇于实践和勤于实践。 二、认识的发展过程 1.

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 辩证的认识运

动，首先是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其中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两个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低级阶段，是对事物外部

形态的直接的、具体的反映，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三种

形式，其特点是直接性和具体性。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

段，是对事物内部联系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包括概念

、判断、推理以及假说和理论等形式，其特点是间接性和抽

象性。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阶段

，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必

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感性认识是在理性认识指导下进行的

并要发展到理性认识；在现实的认识活动中，感性认识和理

性认识又是互相渗透的。 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哲学

史上表现为经验论和唯理论，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经验主义

和教条主义。 认识过程之所以经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

阶段，这同客观世界有现象与本质的区分密切相关。任何事

物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体。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



特征，能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假

象与错觉不是一回事。本质是深藏于现象背后并制约现象的

内部联系，只有靠人的抽象思维才能把握。现象和本质既是

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任何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

没有不表现为现象的本质；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

本质，即使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透过现象看本质是认识事

物的科学方法。 2.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从理性认识

到实践的飞跃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从

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实现这一飞跃的条件是：必须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

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 从理性认识

到实践，这是认识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一次飞跃。这是因为：

只有通过这次飞跃，才能使认识物化、对象化，使认识变为

现实，使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才能使认识受到实践的

检验而得到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实现这一飞跃的条件

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对客观事物本

质和规律的认识同主体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认识结合起来，形

成正确合理的实践观念；理论必须掌握群众，化为群众的行

动；要有正确的实践方法即工作方法。 认识过程主要是理性

思维的过程，同时又包含非理性因素的参与。理性因素是指

人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它在认识过程中起主导作

用；非理性因素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

念、信仰、习惯、本能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象

、直觉、灵感等也属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认识

活动的发动与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

的控制和调节的作用。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起着动力调控



的作用，同时又要受人的理性因素的决定与制约。 3.认识过

程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理论创

新和实践创新 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及发展过程的无限

性，人对事物的认识要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

受到具体的实践水平的限制，因此，认识的发展要经过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就

某个具体事物而言，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往往要经过由实

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就对于过程

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又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 认识运

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决定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

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也就是说，人们的认识和客观过程的符

合是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符合，是在社会实践发展的一

定的具体历史阶段上的符合。反对割裂二者统一的左和右的

错误。 人类的实践和认识是永无止境的过程，要求我们不断

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使

我们的思想和理论不断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发展，以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创新是实

践创新的先导，实践创新是理论创新的基础，两者相互依赖

、相互促进。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发展理论是党的群众路线

的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

作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创造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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