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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5720.htm 一、唯物论(2个核心、2大原理)

2个核心：物质、意识 2大原理：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物质统

一性原理)、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二、辩证法(2个核心

、3大规律、4对范畴) 2个核心：联系、发展 3大规律：质变量

变律、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律 4对范畴：现象与本质、必

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可能与现实 三、认识论(3个核心、3

大规律) 3个核心：实践、认识、真理 3大规律：实践与认识

的辩证关系原理、认识发展律、真理发展律 四、历史观(2个

核心、2大规律) 2个核心：社会、人 2大规律：社会发展律、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律 一、唯物论(2个核心、2大原理) 2个核

心：物质、意识 物质(客观实在性)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

学范畴，物质是对一切可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的抽象，它

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意识(反映性) 1、(起源)意识与人

脑：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 2、(本质)

意识与客观存在： (近似、能动、原形)意识是对客观存在近

似的、能动的反映.任何意识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都能从客

观实在找到原形，也即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反映。 (内容与形

式)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形式是主观的.意识体现了客观内

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2大原理：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物质

统一性原理)、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唯物主义一元论(世

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多样性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世界是多样

的，又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的统一，

是多样性的统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具有物质统一性。 物



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原理、意识能动

性原理) 1、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原理，即物质第一性、意识

第二性，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原理。 2、意识的能动作用，

亦称为主观能动性，指意识能动地反映世界和指导实践，通

过实践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具体3表现①认识世界.②指导实践、改变世界.③对人体生

理活动的控制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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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