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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90_8D_E5_c73_645853.htm 百考试题建议广大考

生参加考研冲刺培训，详情请查看：2010年考研网上冲刺辅

导招生简章。 如有疑惑，请点击访问百考试题百科，百考试

题百科竭诚为您答疑解惑！第一讲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冲刺

要点归纳 本讲系统阐述了世界是什么和怎样的问题，系统地

阐述了辩证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本讲是主客观题的重点

章节，在本讲中，主观题命制主要体现在唯物辩证法部分，

且本讲中的新增考点是和谐社会的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科

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为标

志，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这期间

，有对它的诅咒、反对和扼杀，也有对它的篡改、歪曲和修

正，但工人阶级却在其政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劳动人民，

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克服困难险阻，百折不挠，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实践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正在继承和发

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 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第一，这

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决定的。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

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性。它在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

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 第二

，这是由无产阶级的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

。 第三，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唯物史观和

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 2．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

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 3．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理想 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

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

的社会理想。 二、物质世界的统一性 1、物质是标志客观实

在的哲学范畴 恩格斯关于物质的概念。“物、物质无非是各

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这就明确了哲学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关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和

物质结构之间的概念之间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 2、物质

世界的运动及其存在形式 （1）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根本属

性，是物质的一般本质，它通过运动表现出来，人们通过认

识物质的运动而认识物质本身。运动是标志着宇宙间发生的

一切变化和过程的哲学范畴。运动同物质一样，具有最大的

广泛性和普遍性。 物质是运动的载体和承担者，是一切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实在基础。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运动离不开物质。其中，精神运动是

人脑这种高度发展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 唯心主义的错误

在于脱离物质谈运动，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 形而上学的错

误在于脱离了运动谈物质，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或把运动

只归结为机械运动一种形式。 （2）列宁指出：“世界上除

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都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能在空间

和时间之内才能发展运动”。 3、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

质性 人类社会也是统一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它是自然界长期



发展的产物，社会的发展也是自然的历史过程。由于科学实

践观的确立，使得社会的物质性得到了正确和有力的证明，

从而使得社会历史现象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1）社会

的物质性主要体现 第一，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界，是整个物

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第二，人们谋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活

动虽然有意识作指导，但仍然是以物质力量改造物质力量的

活动，仍然是物质性活动。仅仅停留在意识或思想的范围内

，人类是无法获取生活资料的。 第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物质

性。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无质量，生产关系是在物质生

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 (2)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从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中得出的

最重要的结论。 三、从实践出发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 (一)努

力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 1.人和自然的统一 人与自然是既

对立又统一的，人与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实践促

进了人类的产生，造成了人和自然的分化、对立。也只有实

践才能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而且必须使人和自然协调统一

起来。当今世界出现的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危机

问题，并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平衡关系的严重破缺，实际也

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恩格斯早就提出了自然界“对

人进行报复”以及“人类同自然的和解”问题。马克思也认

为，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

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实践的规律

与人类不断自觉遵循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一致的。正确的实践

观点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 2.正确认

识科学技术的作用 科学技术像一把双刃剑，既能通过促进经



济发展以造福于人类，同时也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

存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在造福人类的

同时，”全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关注。人口增长过快、粮

食短缺、能源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

突出。“全球问题”的出现，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

盾：“全球问题”不仅是个自然问题、科学技术问题，而且

是一个社会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组织以及

各种社会认识和实践的复杂问题。解决“全球问题”有赖于

多方面的努力和条件。要用科学的自然观和发展观指导人们

与自然和谐相处，要树立全球观念和危机意识，克服眼前利

益和局部利益的狭隘视野，克服急功近利的行为；要正确对

待自然、社会的关系.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合理利用自然

资源；要增强人们合理控制各种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能力

和手段，为人类摆脱困境创造新的物质条件。如果问题是由

社会制度造成的，就需要变革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形式。 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人和自然，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是以人为本，实现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设

资源型、环境有好型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奋斗目标。解决材

料中所反映的问题，必须做到：第一，把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作为基本国策，落实“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一系列约束性

和预期性指标。第二，发展循环经济，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

源循环利用体系。第三，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第四，强化资源管理，实行有限开发、有序开

发、有偿开发、加强对各种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管理。 4、科



学对待人生环境，促进人和自然和谐（思修第三章） 第一，

正确认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第二，科学地把握人对自然

地改造活动；第三，深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社会

生活的实践性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的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

主义”。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一切社会现象只有在社会

实践中才能找到最后的根源，才能得到最终的科学说明。马

克思主义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质，也就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

社会，也就是把社会“当作实践去理解”。社会生活是对人

们各种社会活动的总称，社会生活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为： 第

一，实践是社会关系形成的发源地。 第二，实践形成了社会

生活的基本领域。实践有三种基本形式，即生产劳动、处理

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活动。 第三，实践构成了社会发

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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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