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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观点。 1.实践和认识的

主体和客体 （1）实践活动是以改造客观世界为目的、主体

与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认识主体

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认识客

体是指进入人的认识活动，被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

的客观对象。 （2）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认识关

系和实践关系，即认识和被认识、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 

（3）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包括以下环节：①确立实践

目的和实践方案；②实践主体按照实践目的和实践方案实际

地作用于实践客体，通过一定的实践手段把实践方案变成实

际的实践活动；③通过反馈和调节，使实践目的、手段和结

果按一定方向运行。 2.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 （1）实践产

生了认识的需要。 （2）实践为认识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并

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3）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 

（4）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二）认识是

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

动反映。 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的不同回答 （1）唯物

主义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2）唯心主义坚持从思想和

感觉到物。把认识看做是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经验的东西。

其中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认识是主观自生的，是“内心反



省”的结果，是心灵的自由创造物；而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

的认识是上帝的启示或绝对精神的产物。 2.辩证唯物主义和

旧唯物主义对认识的不同回答 （1）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把人的认识看成是消极地、被动

地反映和接受外界对象，是直观、被动的反映论。它有两个

严重缺陷：①不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②不了解认识

的辩证性质。 （2）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克服了旧唯物主

义的严重缺陷，把实践的观点引入了认识论，把辩证法应用

于反映论，因而是以实践观点和辨证观点为特征的反映论。 

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那里，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这种能动的反映不仅具有摹写性，而且具有创造性。创造

性从根本上把人的反映与动物的感觉和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它是反映的能动性的基本标志。 （三）认识运动的基本规律

1.从实践到认识 认识运动的辨证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采取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

种形式，并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能动飞跃。感性认识是人

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

、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包括感觉、知

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感性认识仍然是“生动的直观”，是认

识的初级阶段，直接性是其突出的特点。 理性认识是指人们

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

于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性的认识。

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理性认识是认识

的高级阶段，具有抽象性、间接性的特点，它以反映事物的

本质为内容，因而是深刻的。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着密不

可分的辩证联系，其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如果割裂二者的辩



证统一关系，理论上就会走向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实际工作

中就会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在认识的辩证运动过

程中，我们既要注重理性因素的作用，同时也不可忽视非理

性因素的重要作用。非理性因素主要是指认识主体的情感、

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习惯、本能等意识形式。人的认

识过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协同起作用的结果。非理性

因素对于人的认识活动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发挥具有激活、驱

动和控制作用。 2.从认识到实践 从认识到实践，是认识过程

的第二次能动的飞跃。 ①从实际出发，坚持一般理论与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原则；②需要经过一定的中介环节；③理论必

须掌握群众，化为群众的行动，化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

力量；④要有正确的实践方法即工作方法。 3.认识运动的不

断反复和无限发展 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

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一步步地

深化和提高，这就是认识发展的总过程。 造成认识过程反复

性和无限性的原因是：①认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

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②从认识的具体过程看，在实践中达

到了预想的结果，认识就算完成了，但对于认识过程的推移

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还没有完成，并且永远也不会完成，

因为物质世界及其发展是无限的。 二、真理与价值 （一）真

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1.真理的客观性 （1）真理是客

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凡是真理都具有

客观性，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特征。 （2）真理的客观性或

客观真理有两层含义：①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②检验真理

的标准是客观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