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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http://ks.100test.com 这一章通常被称为"唯物论"，因为它所

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

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

为一种科学的现代的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

首先回答"世界的物质性"问题。 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也

就是本章的三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实践观和意识

观。这就是本章的理论脉络，更重要的，这实际上就是考试

命题的基本线索。 首先，在第一节，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

物质观。要弄明白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把"物质"理解为客观

实在性。同时，理解运动和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 其次，

在第二节，要理解"实践"范畴的实质，实践活动在人类生活

中的地位以及实践的特征和形式。特别要掌握好实践主客体

理论，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系也是需要掌握的重要问题

。 最后，在第三节，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观，既理

解物质对意识的决定性和根源性，也掌握意识对物质的依赖

性和能动性.并且要掌握物质统一性原理，特别是要理解好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的现实意义

。 一、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百考试题论坛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

物质观及其意义(重点考点难点高频命题点)(一般考多选题) 1.

列宁的"物质"定义 "物质"范畴是唯物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本原和

统一性的最高抽象，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 2.列宁物质

定义的重大意义 ①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划清了唯



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二元论的界限。 ②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

的反映论和可知论，划清了可知论同不可知论的界限。 ③对

物质世界的多样性统一作了最高的哲学概括，具有深刻的辩

证性质。划清了辩证法同形而上学在物质观上的界限。 ④把

人类实践纳入客观实在，划清了辩证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

义同旧唯物主义的界限。 (二)物质与运动，运动与静止，物

质运动与时间、空间 1.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难点】 (1)运

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设想有不运动

的物质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特征。 设想有离开物质的运动

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2)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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