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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的相关内容：⑴认识的含义是？(2)认识分哪两个阶段？(3)如

何理解识这两个阶段?

2.实践的相关知识：(1)实践的含义？(2)实践的基本形式有哪些？(3)

实践有哪些特点？(4)如何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

(5)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与方法论是什么？

3.真理的相关知识：(1)真理的含义？(2)真理的基本属性是什么？(3)

如何理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4)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原理与方法论

是什么?(5)认识发展的反复性无限性上升性原理与方法论是什么?（追

求真理是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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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到个别 整体与部分

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  

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
与把握规律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
与价值选择

第
一
课



高考评价体系与课标要求 必备知识　 考情概览

四
层
：
考
什
么

1.描述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及实践活动的特性
，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2．阐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阐述认识运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实践
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
3．解释与论证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明确人
的认识的主体差异性，知道认识是无限性和有
限性的统一。

1个体系：认识论。
2个阶段：认识的两个
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
认识。
2个基本概念：实践、
真理。
2大原理：实践和认识
的辩证关系、认识的反
复性和无限性。
3个特点：实践的特点
、真理的特点、认识的
特点。
3个基本概念：认识、
实践、真理。
4个表现：实践是认识
的基础的表现。

高频考点：
1.实践的特点。
2.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3.认识的反复无限上升。
4.真理的客观性、具体性、
多样性。
5.认识的过程（感性→理性）
难点：
1.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常
考易错）。
2.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难、抽象、不好理解）。
3.认识为什么会反复、无限、
上升？
4.真理的客观性。

四
翼
：
怎
么
考

以国家新出台的政策、计划，或者是新的科学
发展、研究成果为载体，设置措施类、体现类
、依据类、认识类等题型，从实践决定认识、
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两个方面进行考查，引
导考生增强政治认同和公共参与素养；在对真
理的相关知识进行考查时，往往将真理的客观
性、具体性、条件性和认识的过程综合起来进
行考查，着重培育考生的科学精神素养。



   考点展示 2022年山东、辽宁、北京卷和浙江近3年考情分析

2022年 2021年 2020年

认识的含义、认识过程的
两个阶段 

鲁·9题3分 

实践的含义、特点，实践
是认识的基础  

浙1月·27题2分
浙1月·28题2分 

浙6月·29题2分
   京·5题3分

浙1月·27题2分
浙6月·28题2分 

浙1月·10题1分
浙1月·28题2分
浙7月·26题2分

真理的含义，真理的客观
性、具体性、条件性，真
理和谬误    

浙1月·9题1分

认识的过程、认识的反复
性和无限性

浙6月·29题2分
浙6月·30题2分
   京·16题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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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识的含义及类型P48-49

(1)含义：认识是  主体  对  客体  的  能动反映。

主体
≠动物
人类特有

对象
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的思维

性质
≠被动的反映
主动的

 (2)类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两种不

同水平的反映形式,也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注意：意识和认识。
1.体系不同： 意识属于唯物论 认识属于认识论。 
2.对应的概念不同： 意识与物质对应 认识与实践对应
3.含义不同： 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含主动形成和被动接受）
。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主动形成）
4.层级不同 意识包括感觉和思维；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1. 认识的含义及类型P48-49

漂
亮

气
派

真大真大

综合综合
国力国力
更高更高

国人自国人自
豪感更豪感更
强强

军事军事
实力实力
更强更强

你对我国第三艘航母我国第三艘航母的感受。

感性认识
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
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
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包括感觉、知

觉和表象三种形式。

理性认识
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
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
全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性的认
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

初级阶段
整理 概括

高级阶段



1. 认识的含义及类型P48-49

（3）认识类型的辩证关系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发展、深化发展、深化

依赖于依赖于初级阶段 高级阶段

相互渗透、相互包含辩证统一



1、[2021山东，11，3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唐代画家张
躁所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是中国绘画美学的纲领性命题。“造
化”就是生生不息的万物一体的世界亦即中国美学说的“自然
”。“心源”是说“心”为照亮美的光之源没有美的心灵，就不
能照亮世界万物的本真之美。中国绘画美学纲领性命题中蕴含的
专学智慧是(    ）
A.认识要以客观事物为对象
B.物质和意识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
C以识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D.意识是自然界自身发展中产生的“地球上最美的花朵”。

C



（1）含义：

2.实践的含义及基本形式P49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主体 ≠动物
  人类特有

≠主观世界

性质：直接
现实性活动

≠主观思维活动
≠认识活动

实践有三层含义：
①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这意味着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
本能活动。
②实践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物质性活动，而停留在人的头脑或口头上的
活动——如思考、辩论等不是实践。实践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
③实践是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它可以把人们头脑中观念中的存在变成现
实的存在。

 对象：自然界

人类社会

如：思考、辩论、
认识、言论等都不

是实践



1、蜜蜂筑巢。

2、资产阶级革命。

3、学生认真思考。

4、工人修建港珠澳大桥。

5、科学家研究新冠疫苗。

判断：下列哪些属于实践活动
？

即学即练

√

√
√ 科学实验活动

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

变革社会的实践

（2）实践的基本形式

2.实践的含义及基本形式P49



3.实践的特点P49-50

(1)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

①实践的基本要素（主体、对象、手段）都是客观的
②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受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的
制约，具有客观性。

例：农民伯伯种小树苗  实践的主体（农民伯伯）
 实践的手段（锄头等工具）
 实践的对象（小树苗）



主
观
能
动
性

港珠澳大桥的修建

①原因：实践主体的能动性（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改造自然（创造新的物质生活资料）

        改造社会（创造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②表现
：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客观是事实存在的主观是人对客观的能动反映

3.实践的特点P49-50

(2)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

能动性关键词：蓝图、计划、方案、规划



①社会性：实践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的人的活动，不是孤
立的活动。
②历史性：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实践活动的
内容、形式、规模和水平都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制约，是
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

3.实践的特点P49-50

(3)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

历史性关键词：当时条件、以前、阶段、时期



3.实践的特点P49-50

比较 理解 侧重点 关键词

客观物
质性

①实践的基本要素包括实践的主体、实践的
对象和实践的手段，它们都是客观的。
②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是受客观事物及
其运动规律制约的，也具有客观性。

强调实践受客观
因素的影响

“主体”“对
象”“手段”
“结果”

主观能
动性

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强调实践受主观
因素的影响

“计划”“方
案”“规划”

社会历
史性

①社会性：实践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
的活动。(不否定个人活动，否定孤立的活
动，即离开他人和社会的活动)
②历史性：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地发展着的

社会性，强调实
践受横向因素的
影响；历史性，
强调实践受纵向
因素的影响

“合作”“历
史条件”

联系
三个特点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三者的统一，体现了在实践问题上唯物主义
和辩证法的统一。



4、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P50-52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P50-52

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借助一定的手段同客
观物质对象发生关系，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侧重于“认识从何而来 
从无到有”）

人类认识的来源是实践，而且也是唯一来源。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但不是唯一途径。

注意：认识的来源≠认识的途径
认
识
途
径

直接经验：通过实践获得

间接经验：通过读书学习或从别人那里获得



实
践

产生新问题提
出新要求

提供日益完备
的认识工具

延伸了人类的
认识器官

促进
人类
认识
的发
展改造着人的主

观世界
锻炼和提高了
人的认识能力

推动着人们去
探索研究

实践是
认识
发展的
动力

4、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P50-52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P50-52
侧重于“认识从旧到新，
从不全面到全面”



4、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P50-52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P50-52

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实践活动中，人们借助一定的手段同客
观物质对象发生关系，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②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a.实践不断产生新问题、提出新要求，推动人们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
b.实践的发展为人提供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延伸了人类的认识器官，
促进认识发展。
c.实践锻炼和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推动认识不断深化。



4、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P50-52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P50-52

如何检验认识是否正确？

主观 客观

正确的认识（相符合）

错误的认识（不相符）

何谓正确认识？

侧重于“实践作为标准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的问题”

实践是
检验真
理的唯
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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