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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3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9959.htm 马原理部分依旧由马克思主义哲

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构成，同

学们最关心的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部分该如何复习

，在今后的复习中如何根据其特点展开，今天，芦老师来给

大家提几点建议。 一、概念要准确，切忌含混不清 学习马克

思主义原理，首先要准确地掌握它的基本概念，切忌在概念

上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界限不明。例如，我们把哲学定义

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或“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

而不是定义为世界观。因为人人都有世界观，不管他自己是

否意识到了，但并非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形成了理论体系，都

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只有形成了理论体系的世界观或系统

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才是哲学，并非一切世界观都是哲学。

在掌握哲学这个概念时，既要注意哲学与世界观的联系，又

要注意哲学与世界观的区别，不要把哲学与世界观相混淆。 

再如，我们把经济基础定义为“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而不是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总和

”。因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与“生

产关系的总和”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在任何一个社会形

态中，都不只存在一种生产关系，而是既有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又有各种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如旧生产关系

的残余和新生产关系的萌芽等。“生产关系的总和”包括了

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内容十分宽泛，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

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仅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三个



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在生产

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方式的总和。在掌握经

济基础这个概念时，切不可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

方面的总和”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相混淆。 二、观点要全

面，切忌片面性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事物的各个方面也不是孤立

存在的，而是与其他方面相依赖、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每

一个基本原理，都全面地反映了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各个方

面的联系。因此，一定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切忌简单化和片面性。 例如，在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上，

既要看到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又要看到意识对物质的能

动的反作用；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

要方面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对次要方面的支配作用，又要看到次要矛盾对主

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对主要方面的影响作用；在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既要肯定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又要

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上，既要肯定人民

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又要充分重视个人特别是杰

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在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的关系问题上，既要看到二者相互排斥的一面，又要看到二

者相统一的一面；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性质的认识上，既要掌

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又要掌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

意识形态的本质；在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客观过

程的问题上，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要积极投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等。简言之，要全面地看问题，不

要片面地看问题。 三、要理论联系实际，切忌理论脱离实际 

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本课程自学考试指定教材

的“绪论”中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我们想

提醒自学考试应考者注意的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或联系是

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一定要以弄清理论为前提，不要离开理论罗列一大堆实

际问题。学习理论，把它束之高阁，不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再好的理论也是无用的；但是离开理论，只罗列实际问

题，就事论事，不作理论分析，也不算是理论联系实际。只

讲理论，不讲实际，是理论脱离实际的一种表现；只讲实际

，不讲理论，则是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种表现。这两种倾向

我们都要防止和反对。 最后，希望2013各位考生在今后复习

征程中乘风破浪，继往开来，取得理想的成绩，为梦想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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