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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1.哲学

与世界观和方法论 这是从哲学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角度

回答什么是哲学。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根本观点。哲学是系

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哲学既是世界

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是人类把握

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根本准则和

一般方法论。 2.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 恩格斯总结哲学

发展的历史，明确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

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思维和存

在何者是第一性及有无同一性。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任

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解决其他哲学问题的前提

，是划分哲学中基本派别的依据，也是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基

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基本的指

导线索，也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个根本原则。 3.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

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哲学中的两个

基本派别，它们只能在哲学意义上，即在回答思维和存在、

精神和物质何者是第一性上使用，而不能在别的意义上使用

。一切哲学都不能超越或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基本

派别，这是哲学的党性或党派性。 唯物主义是与唯心主义相

对立的基本哲学派别，它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唯

物主义坚持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说明世界，而不附加任何外



来成分，唯物主义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坚持唯物主义，必

然坚持无神论，反对有神论。要把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

义与它在各个时代的具体形态区别开来，唯物主义在其发展

过程中经历了三种形态，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

学唯物主义、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有主观

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感觉、观念

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其荒谬之处在于必然导

致唯我论；客观唯心主义把某种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变为独

立的存在，并把它作为世界本原和万物创造者，其荒谬之处

在于以某种方式承认宗教创世说.唯心主义所以长期存在和发

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把人

的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特征、成分、方面加以夸大，使之绝对

化，造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分离，这是唯心主义的

认识论根源。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1.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创立在哲学中的伟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

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变革，表现在研究对象上，它是关于自

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

具体科学的关系；表现在理论内容上，它把唯物主义与辩证

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变革的关键

是把实践引入哲学，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

贯穿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环节，实践的观

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实现这一变革的

集中体现是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社会生

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史观



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伟大成果，它第一次使历史的研究成

为科学，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工具。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和根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

唯物主义，它在科学实践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

法、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从而把唯物主义

提升带形态，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的实践性，全面论证了实践在

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强调理论依赖并服务于实践，哲学的任

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二是它的阶级性

，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无产阶级

服务的。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成为

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

学性是指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根据，以揭示事

物的规律为己任，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

的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集中体现为它的批判精神，它用唯物辩证

法观察事物，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反对把

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和

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3.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在人们正确认识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

境界中的重要作用 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我们

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第二，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辩证法原

则，我们要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认识社会。 第三，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 第四，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提高

人们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能力。 我们既

要反对那种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自然、社会、思维等领域

提供一个万能公式的哲学万能论，也要反对认为马克思主义

哲学已经失去价值的哲学无用论.当今社会变化越来越快，社

会互动越来越频繁，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更要求人们具有

越来越高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三、马克

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1.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马

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决

定它必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创造性科

学，是现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技术是相

互促进的，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既是创造性地推进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机遇，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认真研

究和概括当代科技革命的成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

重要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则是推动现代科

技革命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百考试题祝你好运！ 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在同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现代西方哲学有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 科学

主义思潮推崇科学知识，主张哲学仿效自然科学，放弃或拒

斥形而上学（世界观）的研究，致力于对科学知识的综合或

逻辑语言分析，把哲学变成对科学进行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

论。 人本主义思潮则反对科学和理性，认为科学不能回答人



的价值问题，主张哲学应抛弃对外界的认识而回到人的存在

本身，回到自我，注重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非理性的发掘，重

建现代性崩溃后人类的精神价值，强调人的存在的本体论，

具有非理性主义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反对科学主义也

反对抽象人本主义；既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又充分考

虑人的主体地位，重视人本身的发展和要求；反对科学主义

但重视科学精神，反对抽象人本主义但重视人文精神，实现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

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各国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

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中

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使

之具有中国的作风、气派，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形式表现出

来并获得发展，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

导这一伟大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在创造

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实际问题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江

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

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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