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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绪论这一章本身的试题并不多

，但是，它的基本问题贯穿于整个哲学体系，是后续各章的

理论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理解后续各章理论内容

的门径，它的基本理论原则，不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而且体现为考试中的重要的解题方法，经过认真复习会对

此点深有体会。 按照考试大纲，这一章的逻辑结构分为三个

层次。 第一层次是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层次中的重点

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

特征。包括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创立是伟大的哲学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基本特

征和功能等几个问题。这是今年的考试大纲以十分简约的方

式进行概括的重点问题。 第三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

代。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中国化理论成果

问题，百考试题。 一、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 （一）哲学与世

界观和方法论（一般考单选题） 1．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

态 （1）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的看

法或根本观点。 （2）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哲学既是

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2．哲学是对自然知识

、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1）哲学与各门具体

科学知识的区别： 二者对像不同：哲学的对像是作为整体的

世界（自然、社会、思维）的普遍规律。具体科学的对像是



世界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两者的关系是普遍和特殊、一般

和个别的关系。 （2）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联系： 哲

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具体科学以哲学为指导。（例如马克

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技革命的关系。百考试题） 3．哲学是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世界观作为思想原则在具体的认识和

实践活动中表现为方法论。 （二）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

义【重点考点】（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1．哲学基本问

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可表述为物质

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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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含义，

即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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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学标准。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即物质决定性和意识能动性

辩证关系原理。 3．中国哲学表达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特殊

方式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主观与

客观的矛盾是通过心物、天人、名实、理气、道器、知行以

及有无、形神、本末、体用等关系来揭示和表达的。 （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重点考点高频命题点】

1．哲学基本派别（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⑴唯物主义和

唯心主义是哲学中对立的两个基本派别，它们只能在哲学意

义上使用。 ⑵哲学的党性是指一切哲学都不能超越或调和唯

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⑶二元论是主张世界有精神和

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哲学学说。它和一元论相对立。二元论

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它最终还是要陷入唯心主义。 2

．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1）古

代朴素唯物主义：①肯定世界的物质性。②具有朴素辩证法



思想因素。③力图从具体实物中寻找世界的本原。④古希腊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 （2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①以近代自然

科学为依据。②背离了古代哲学的辩证法观点。③具有三个

历史局限性，即机械性（用力学规律解释一切）、形而上学

性（孤立静止片面并否认矛盾）和唯心史观即唯物主义不彻

底性（不能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3）现代唯物主义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3．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

一般考多选题） ①唯心主义的基本类型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

观唯心主义。 ②主观唯心主义把主观精神（人的情感、意志

）作为唯一真实的存在和世界的本原，认为万事万物都是"

我"的感觉。外部世界是人的情感、意志的产物。 ③客观唯心

主义把某种脱离物质、脱离任何个人的精神（观念、概念、

理性）变为独立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原。其荒谬之处在于

以哲学化的方式承认"宗教创世说"。 ④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

唯心主义的失误之处 主观唯心主义片面夸大感觉经验（颠倒

了感觉和对像的关系)。 客观唯心主义片面夸大概念理性（颠

倒了概念和对像的关系）。 4．唯心主义存在根源（一般考

多选题或主观性试题的一个采分点） ①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

源、阶级根源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近似于螺旋，其

中任何一个片断都可能被片面地变成直线，这条直线会把人

们引到唯心主义的泥坑，而保守阶级的利益和政治需要则会

把它巩固下来。把人的认识过程中的某一片断加以夸大，使

之绝对化，造成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分离，这就是唯

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②唯心主义的功能和局限性 列宁指出

，唯心主义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它却是生长在结果



实的、活生生的人类认识之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这是

因为，唯心主义尽管在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提出了不少重要

问题，产生过有重要价值的理论观点，但作为一种主观同客

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观点，唯心主义并不能

有效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因此，只能是人类认

识之树上的"不结果实的花。"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

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学中的伟大变革（一般

考单选题、多选题） 1．在对像上，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

体科学的关系。 2．在体系上，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3．科学实践观的确立是

实现哲学变革的关键 唯心主义从精神出发去理解世界，旧唯

物主义从自然演化出发去理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

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现实世界。深刻指出实践不仅具有认识

论意义（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能够改

造世界）。 4．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实现哲学变革的集中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 1．科学性和革命性 ①科学性是：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揭

示普遍规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 ②革命性：集中体现为

批判精神，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 2．实践性和阶级性 ①

实践性，强调哲学的实践基础，强调改造世界。 ②阶级性，

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

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科技革命 （见第一章第一

节"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

西方哲学（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1．科学主义和人本主

义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 2．科学主义以实证主义和

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把科学理想化，但强调人的认识只能



停留在实证范围，从而也把科学片面化了。 3．人本主义认

为人的生命、本能、情感、意志才是人的本源性的存在。 叔

本华、尼采的观点属于人本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意志论

、唯我论，非理性主义的范畴。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中的"

存在"是指主观意志的存在。不能混同于物质性的存在。弗洛

伊德主义属于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历史唯心主义范畴。 4．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之间有

本质的区别：具有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主义；具有人文精神

，反对抽象的人本主义。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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