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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8_BE_85_E5_c73_645765.htm 冲刺要点归纳 辩证唯

物主义认识论回答了怎样认识世界的问题。它研究人的认识

的本质和认识的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强调认识是在实践

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本讲的未考点是从理性认识

到实践的飞跃及真理和价值的辩证关系两点，与思想道德修

养密切联系的部分是价值观与人生价值观。 一、认识对实践

的巨大的能动作用 实践和认识总是相互作用的。认识特别是

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对实践起着巨大的

指导作用。理论是认识的高级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水平

的提高，理论的指导作用愈益明显，它往往走在实践的前面

，指导着实践活动的进程。在社会历史运动中，科学理论对

实践的指导作用更为显著。当然，理论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活动起促进作用，错误的理论的作用则恰

恰相反。 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和

联系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在于是否承

认客观事物是认识的对象，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其联系

主要表现在主张可知论的哲学家包括一切唯物主义者和彻底

的唯心主义者，如费尔巴哈和黑格尔。 三、感性认识与理性

认识的辩证关系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

两个阶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质的区别。所以，”熟知不等于真知”

，”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感性认识和

理性认识又是相互联系的。首先，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



依—。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唯物论.感性

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其次，

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又是互相交织、

互相渗透的。 一方面，感性中渗透着理性的因素。人们在获

得感性认识时，总是以原有的知识为背景，使用已有的概念

和逻辑框架，在理性认识参与和指导下进行。同样接触客观

事物，由于理论准备不同，感受就可能大不一样。所谓“只

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就是这个道理。现

代科学哲学中所谓“观察渗透理论”的命题，也指明人总是

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为背景进行观察的。另一方面，理性中渗

透着感性的因素。理性认识不仅以感性认识为基础，而且要

通过感性的认识来说明。感性认识丰富的人与经验贫乏的人

相比，对事物理解的深度是不—样的。黑格尔说过，对于同

一句格言，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缺乏阅历的青

少年之口，其内涵是不同的。 四、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 1、

认识发展辩证过程的原理 认识发展过程包括.由实践到认识，

再由认识到实践。在由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中，认识经过了由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由

认识到实践，就是用理论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是认识过

程的第二次飞跃，是一次意义更重大的飞跃。只有实现了第

二次飞跃，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并使理性认识得到检

验和发展。 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实践和认识的多次

反复才能完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

无限发展，是认识运动的规律。 2、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运

动的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原理 人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

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和本质的暴露是



一个过程，人的认识也受到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等因素的限

制，因而人们对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总是要经历由感性到

理性，再由理性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客观世界的运

动发展是没有终结的，反映这个过程的人的认识运动也是永

无止境的，表现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的无限发展过程。 认识的辩证运动，决定了

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认

识如果脱离了实践发展的一定具体历史阶段，就会犯这样或

那样的错误。 五、真理的具体性 真理的具体性所包含的内容

和要求是：真理是全面的，真理是历史的，真理是有条件的

。任何真理都是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主观与客观的符

合，它要受条件的制约，并随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离开具体的

时间、地点和条件，真理就是抽象地、无意义的。 六、从认

识到实践(未考点) 从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的条件 (1)实现第二

次飞跃要从实际出发，坚持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

则。 (2)要把关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主体自身的需

要和利益的认识结合起来，形成正确合理的实践观念。第三

，要把理论的正确性与现实的可行性统一起来，寻求实现理

想客体的具体途径和工作方法。第四，理论必须被群众掌握

，内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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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