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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649976.htm 专题十四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

认识论 【解题思路】 1.实践的观点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 2.

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用. 3.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 4.感性认识

的丰富性、直接现实性与理性认识抽象概括性. 5.认识的主体

性及其非理性因素. 6.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以及绝对真理与

相对真理. 7.真理与谬误、成功与失败. 8.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9.认识运动总规律及其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和“再

认识”的方法。 【答案要点】 1,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第一的、基本的观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

方法论上首先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树立实践的应有权

威，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实践，就能从根本上

保证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有效地改造世

界。只有尊重实践，才能有力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

克服主观主义，防止用空想代替现实、用抽象的原则裁剪实

际生活。同时，更重要的是，尊重实践就要尊重群众，群众

是实践的主体，千百万人民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动力和来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2认识对实践的能动反作

用，在方法沦上就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反对狭隘经验论

。首先，理论可以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是对事物本质和规

律的认识，它可以而且应该走在实践的前头，指导实践的进

程.其次，科学理论能预见未来，端正实践的方向(“秀才不出

门，便知天下事”).再次，科学理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推

动人们在实践中创新。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



革命的运动。” 3(1)在实践活动过程中，物质世界出现了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区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存在

的两种不同形态。这里说的自然界是指独立于人的活动或未

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客观世界，其运动变化是自发的。

人类社会是人们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相互交往、共

同活动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系统。它是在自然界发展到一

定阶段上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的。人类社会与人的活动不

可分离.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人的对象世界。自然界

和人类社会都具有客观实在性，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前提，是构成人类社会客观现实性

的自然基础。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

存在和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和制约自然界，不断改变着启然

界。 (2)自从人类产生以后，自然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以新的

形式，延续自己的存在和发展。通过劳动，人类具有了自己

的实践存在方式。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又足一个有着自身

特殊发展规律的部分。在实践中，人把自然界既作为自己的

直接的生活资料，又作为自己生命活动的对象和工具一一变

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实践使人从统一的自然界中分化出来之

后，就从总体上、根本上更深刻、更全面地依赖于自然和社

会的物质运动规律。因此，通过劳动实践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实现它们的和谐统一，便成为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主题

。在方法论上应该强调：如果人类不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那就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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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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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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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社会与

自然的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2010年气候异常搅乱世界，也是

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异常气候”是偶然性的突出表现，

又是以长期以来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活动为必然依据的。

2010年11月，中国、印度等13国在俄罗斯召开“老虎峰会”

，讨论野生虎的保护问题，表明野生虎的灭绝不是自然选择

的结果，而是人类的活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均衡，危及到了

“林中生命”.只有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均衡，才能满足

野生虎生存的资源条件和生存环境。 4.感性认识的丰富性、

直接现实性，所以才有“百闻不如一见”的说法.又因为感性

材料、表面现象不但不能深入事物的本质，反而会误导人们

远离对事物本质的科学认识，使人们为假象所迷惑，所以“

没有理性的指导，眼睛是最坏的证人”，也才有“秀才不出

门，便知天下事”的说法和诸葛亮初出茅庐便“三分天下”

的历史故事，说的是理性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入本质、

把握规律的科学指导作用。但是，理性认识、书面知识又要

接受实践的检验，切忌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和教条主义

。 (1)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统一的基础是

实践(“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感性认识是在实践中

产生的，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渡，也是在实践的基础

上实现的。如果割裂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走向唯理论



和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就会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 (2)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强调感性认识的直接现实性和丰富性，勇于实践，深

入调查，获取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这是正确实

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基础。二是必须经过理性思

考朐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工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九方皋相马”、“华佗治病”)。也就是说，必须运用辩证

思维的科学方法，才能获得真正的认识。 (3)实现从理性认识

到实践的飞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从实际出发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理性认识反映的是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是一般性的东西，实践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个

别的、具体的事情。一般与个别、理论与实践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必须从实际出发，把一般的理论和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从理论原则出发，不顾实际情

况地生搬硬套。成语中的“量体裁衣”和“按图索骥”，就

是两种正反不同方法的典型事例。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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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念。理论向实践转化，根本目的是

为了改变事物的现存形式，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此就必须以

对客观事物的事实性认识为基础，对客体的价值即它对人的

有用性作出科学的评价，按照客观事物的尺度(外在尺度)和

人的自身尺度(内在尺度)，在观念中建构起实践改造所应达

到的理想客体，即形成实践观念。这是由理性认识向实践飞

跃、变理论为现实的中介环节，也是决定性的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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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最终把实践观念和行动方案变为

现实，还必须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理论

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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