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考纲考情 备考策略

PART 01



考纲考情 备考策略
课标要求 备考策略

①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②意识的产生、本质、作用

③物质与运动、规律的关系，规律的

普遍性和客观性原理及其方法论

④一起从实际出发

本课在考试中常以选择题、主观题考查，
是高频考点。复习过程中注意关注热点，
比如：习近平最新理论成果、美丽中国、
中国科技等角度进行思考。



思维导图 速记卡片

PART 02



思维导图  速记卡片



考点研析 典题研磨

PART 03



微考点一 世界的物质性
【思维脉图】



【例题演示】丁肇中先生在论坛上指出，宇宙中90%的物质是看不见
的，被称为暗物质。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寻找暗物质。暗物质相碰的
时候产生能量，能量就会变成物质。材料中的“暗物质”（     ）
①是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的概括
②其存在说明宇宙天体因人的发现而存在，具有客观性
③是能被人类所认识的物质具体形态，属于一种客观存在
④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暗物质”属于物质的具体形态，物质是对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的
共同本质的概括，①说法错误。②：宇宙天体具有客观性，不是因人的发现而存在，
②说法错误。③④：“暗物质”是能被人类所认识的物质具体形态，是物质的外在
表现形式，③④符合题意。故本题选D。

D

考点： 物质的概念



体现物质的词语：世情、国情、省情、实际、经济形势、地区特点、
个人情况等客观实际。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物质的客观性：物质是
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与唯心
主义划清了界限）

物质有可知性，
能被人们所认识。
（与不可知论划
清了界限）

物质的唯一特性是
客观实在性。是意
识所没有的。
客观实在≠客观存在

1.物质的含义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概括了宇宙间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而不是
指某一种具体的物质形态；

微考点一 世界的物质性



起源
生理
基础

内容：
③意识
是对物
质世界
的反映

结论

2．把握意识的概念

①意识不仅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②人脑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体统，是意识活动的物质器官。
考点：人脑≠大脑≠人工智能（意识是人所特有的）

意识的内容
是客观的

意识的形式
是主观的

无论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都是客观存在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并在人脑中加
工改造的结果。
①主体差别，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会产生不同的反映
②性质差别，意识既可能是对客观对象的正确反映，还可能是
对现实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错误反映）

考点举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意识的内容客观，形式主观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要求我们要坚持一切从实际
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微考点一 世界的物质性



微考点一 世界的物质性
3．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归纳）

【原理】①自然界是物质的，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按照自身所固有的规
律形成和发展的；②人类社会是物质的，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发
展及其构成要素，都具有客观的物质性；③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
的产物，人的意识本身就根源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世界是物质的
世界，世界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方法论】我们应当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坚定
科学无神论立场，反对一切有神论。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原理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要求我们要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原理2】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事物的发展，
错误的意识则会阻碍事物的发展。要求我们要树立正确的意识，克
服错误的意识。

原理归纳



误区1．物质是世界上万事万
物的总和。误区

分析 【分析】物质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属性。



误区3．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现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误区

分析 【分析】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误区6．意识的形式和内容都
是主观的。误区

分析 【分析】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
形式是主观的。



误区7．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
在的正确反映。误区

分析 【分析】正确的意识是人脑对客观
存在的正确反映。  

或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能动反映。



（2023高考真题）苏轼是北宋的治水能臣，在西湖边留下了以湖
面小石塔为标界来监测水位和水面种植区域的“三潭印月”。针对
“吴中”之地“居民与水争尺寸，以故常被水患”，他主张“让地
与水”，提出“堤防省（注：减少）而水患衰”的理念。苏轼治水
的理念启示我们（    ）
①传统治水理念源于社会实践又引导社会实践      
②要合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利民生福祉发展
③要突破自然条件制约，积极主动推动矛盾转化    
④要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针对性限时训练



【典题研磨】
【典例】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自动驾驶、机器人、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智能客服、智能家居、医疗诊断等领域，
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创新。人
工智能（   ）
①是数字时代具有独立意识的新事物
②不具备产生意识的生理基础，无法产生意识
③是人类创造规律、实践探索的成果
④能在某些领域替代人类活动和工作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意识为人类所特有，人工智能不具有独立意识，①错误。③：规律是
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既不能被消灭，也不能被消灭，创造规律的观点
错误，③排除。故本题选C。

C



稿定PPT
稿定PPT，海量素材持续更
新，上千款模板选择总有一
款适合你

02

3．（2023·湖南 ·一模）“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
如血。”毛泽东 (  《忆秦娥 ·娄山关》 )虽只描述了红军的一次战斗，却是对
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折射。下列对该词及创作过程的哲学分
析合理的是 (     )

①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该词的创作源于作者对娄山关战斗的内心感悟
②意识的形式是主观的，词中蕴含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乐观自信精神
③意识是对存在的如实反映，此词真实折射了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④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此词至今仍能激励中国人民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意识根源于客观存在，作者对娄山关战斗的内心感悟属于意识
范畴，“该词的创作源于作者对娄山关战斗的内心感悟”说法错误，①排除。
③：正确的意识才是对存在的如实反映，③错误。故本题选C。

C



【典题研磨】

【典例】（2022·山东·模拟预测）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
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创作，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晶
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现代科技特点。吉祥物冰墩墩
名字中的“冰”，象征纯洁、坚强，是冬奥会的特点。而“墩墩
”，则意喻敦厚、健康、活泼、可爱，契合熊猫的整体形象，象征
着冬奥会运动员强壮的身体、坚韧的意志和鼓舞人心的奥林匹克精
神。该设计理念体现了(     )

①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②有什么样的意识内容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对象
③物质与意识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关系
④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D



【典题研磨】

【典例2】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式于2月4日在国家体育馆举行。国际奥
委会在《奥林匹克宪章》中“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条款中有这样一段话：“
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
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作为首个全球“双奥之城
”，中国北京此次举办冬季奥运会，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基础上加上了“更
团结”，不但丰富了奥运精神内涵，更是表达出了我们应该携手一起向未来的
美好祝愿。弘扬精神，团结向前。正能量的精神需要弘扬，才能不断地发展壮
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我们应
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放下一已之私心和固执偏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才能凝聚起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结合材料，运用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谈谈你对“弘扬精神，团结向前
”这句话的理解。



【典题研磨】

答：①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我们更应
该弘扬奥运精神，团结起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化解分歧，
消弭冲突，团结应对国际社会共同挑战，从而为全世界全人类创造和
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凝聚起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正能量。

②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能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指
导实践走向成功。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意识的作用，重视精神的力量，
树立正确的意识。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有利于我们战胜前进道路
上的一切困难和风险，坚持相互尊重，坚持平等对待，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实现共享共赢，形成共同发展，携手迈向新的征程。



【典题研磨】
【典例】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近年来，科学家试图通过模拟人脑的活动来研制出先进的机器

人，2023年2月，ChatGPT火爆全网，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
的语言来进行对话互动，并协助人类完成一系列任务。不同于以
往的AI形象，ChatGPT可以结合上下文语境用拟人语气和你互动，
甚至可以写代码、写脚本、制定商业提案等之前需要人来完成的
工作。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升级，有人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有
意识可替代人的工作”。
结合材料，运用“意识”的相关知识，对上述观点加以辨析。



答：①该观点不科学。
②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自觉选择性和能动创造性，能指导人们能
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工机器人是人们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
界的体现，它可以延伸人的器官，从事人无法完成的工作。科学家
通过模拟人脑的活动研制出先进的机器人，ChatGPT做为新代表，
现实世界中确实可以替代人的部分工作，此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③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特有的机能，是人脑对
物质世界的反映。人脑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系统，是意识活动的物质
器官。人脑结构的复杂性和组织的严密性，决定了它具有产生意识
的生理基础。没有高度发达的人脑，就不可能有人类意识。人工智
能机器人的活动只不过是对人脑思维的模拟，它本身没有思维。因
此，认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意识”是错误的。



微考点二 运动的规律性
【思维脉图】



【典例】2023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
内需、提振信心、防范风险，不断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好转、内生动力持
续增强、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风险隐患持续化解。据此分析，坚持稳中
求进总基调（     ）
①体现了物质世界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
②表明物质的唯一特性是运动，运动是绝对的
③是我国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选择
④表明实现经济发展需要突破客观因素制约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②：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和存在
方式，②错误。④：客观因素包括客观条件、客观规律等，突破客观因素制约的
说法属于唯心主义，④错误。故本题选B。

B

考点： 物质与运动的辩证关系



微考点二  运动的规律性

1．运动的含义：哲学上的运动是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
2.物质和运动的关系：

关系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固
有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

理解
任何具体的物质形态只有在运动中
才能保持自己的存在，世界上不存
在脱离运动的物质

任何运动都有自己的载体。
脱离物质的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强调 物质离不开运动 运动离不开物质
误区 离开运动谈物质会导致形而上学 离开物质谈运动会导致唯心主义
典例 刻舟求剑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笔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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