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宇宙之砖”、“万物的始基”、“原初物质”的哲学是 

A．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B ．庸俗唯物主义 

C．近代唯物主义    D ．宗教哲学 

答案：A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的关键是 

A．发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B．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C．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D．把实践理解为对象性活动答案：D 

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是 

A．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B．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C．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同意 

D．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答案：D 

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A．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 

B．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 

C．从实践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 

D．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 

答案：C 

5．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方面是 



A．思维对存在的能动作用问题 

B．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C．思维主体和思维客体的关系问题 

D．思维和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 

答案：B 

6. 孔子提出“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是 

A．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B ．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C．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D ．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答案：D 

7．我国古代哲人提出“土与金、木、火、水杂,以成百物”,“和实生物”,这是 

A．多元论观点    B ．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C．主张矛盾调和的形而上学观点    D ．朴素唯物论观点 

答案：D 

8．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是 

A．对物质和意识关系的两种不同回答 

B．对精神决定世界的两种不同理解 

C．对世界是否可知的两种不同的认识 

D．对世界怎样存在的两种不同观点 

答案：B 

9．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哲学是 

A．唯心主义    B ．经验主义 

C．不可知论    D ．二元论 



答案：C 

10．中国哲学家朱熹主张的“理在事先”是 

 A．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B ．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C．调和折衷主义观点    D ．古代实证主义观点 

答案：A 

1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在于它 

A．以世界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B ．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C．提供了普遍适用的客观真理    D ．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答案：B 

12．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创立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确立了 

A．剩余价值论    B ．阶级斗争理论 

C．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    D ．科学的实践观 

答案：D 

13．对事物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

践去理解． 

这是 

A．主观唯心主义观点    B ．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C．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    D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答案：C 

14．实践是 

A．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自觉活动  B ．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 

C．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的精神活动  D ．人们适应外界环境的本能活动 



答案：B 

l 5 ．人类世界从根本上说是 

A．自然界的产物    B ．脱离自在世界而存在 

C．自在之物    D ．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 

答案：D 

16．关于意识的本质问题,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 

A．否认意识对物质的决定作用  B ．夸大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 

C．否认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  D ．片面强调意识对物质的依赖关系 

答案：C 

17．“当然,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有绝对的意义;”这里

讲的“有 

限的范围内”是指 

A．物质能否为意识所正确反映    B ；物质和意识是否相互作用 

C．意识能否反作用于物质    D ．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 

答案：D 

18．在下列命题中,属于人本主义观点的是 

A．存在先于本质  B ．存在就是被感知 

C．世界统一于存在 D．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答案：A  

19．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是 

A．重点论以两点论为前提,两点论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 

B．两点论以重点论为前提,重点论内在地包含着两点论 



C．重点论以两点论为内容,两点论以重点论为形式 

D．两点论以重点论为内容,重点论以两点论为形式 

答案：A 

20．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是 

A．观察实验方法    B ．逻辑推理方法 

C．矛盾分析方法    D ．归纳演绎方法 

答案：C 

21．矛盾问题的精髓是 

A．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B．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 

C．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D．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答案：C 

22．在矛盾双方力量的对比中起主导作用的是 

A．事物的内部矛盾  B ．事物的特殊矛盾 

C．事物的主要矛盾  D ．矛盾的主要方面 

答案：D 

23．中国古代哲学家李贽提出“是非无定质”,这种观点是 

A．唯物主义的    B ．唯心主义的 

C．形而上学的    D ．相对主义的 

答案：D 

24．中国古代哲学提出：“无独必有对”,“独中又有自对”,这是一种 



A．矛盾的观点    B ．矛盾对立无限性的观点 

C．一分为二的观点  D ．对立统一的观点 

答案：B  

25．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联系构成运动和变化,形而上学则是 

A．只承认联系,否认发展 

B．只承认发展,否认联系 

C．从否认联系到否认运动、变化和发展 

D．只承认运动,否认联系和发展 

答案：C 

26．下列属于因果关系的有 

A．白天和黑天的关系    B ．闪电和雷鸣的关系 

C．阳光和植物的关系    D ．阴电和阳电的关系 

答案：C 

27．“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这种观点是 

A．重视认识对实践的作用    B ．重视实践对认识的作用 

C．认为认识可以脱离实践    D ．认为实践可以脱离认识答案：B 

28．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优良传统是 

A．知行并进推动认识不断发展    B ．知难行易 

C．强调行是知行统一的基础    D ．因知以进行 

答案：C 

29．在真理观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A．真理的本性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B ．真理的客观性 



C．真理的辩证法    D ．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答案：C 

30．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 

A．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    B ．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C．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    D ．评价与被评价的关系 

答案：C 

31．中哲学家王夫之认为：“由行而行则知,由知而知所行”,“行可兼知,行高于

知”,这种观点是 

A．唯心主义的知行观    B ．形而上学的知行观 

C．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D ．旧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答案：D 

32．“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其涵义是 

A．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作用    B ．强调实践对认识的检验作用 

C．认为认识可以脱离实践  D ．认为实践可以脱离认识 

答案：B 

33．在阶级社会里,真理的根本属性是 

A．阶级性    B ．客观性 

C．主观性    D ．相对性 

答案：B 

34．对感觉是认识起点的观点 

A．唯物主义承认,唯,心主义不承认 

B．唯心主义承认,唯物主义不承认 



C．辩证唯物主义承认,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承认 

D．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承认 

答案：D 

35．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 

A．对人的心理素质的影响才能实现    

B．对人的心理结构的影响才能实现 

C．对民族气质的影响才能实现  

D．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才能实现 

答案：D 36．人类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在于 

A．人类必须依赖自然,因为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B．人类能征服和改造自然 

C．人类能够维护生态平衡 

D．人类能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答案：D 

37．“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这句话揭示了 

A．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水平的重要尺度  B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C．社会形态的更替有其一定顺序性    D ．物质生产的发展需要建立相应的生产

关系 

答案：A 

38．制约人的行为和动机的根本条件是 

A．传统意识    B ．阶级关系 

C．生产方式    D ．政治制度 



答案：C 

39．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部分是 

A．政治法律制度  B ．国家政权 

C．国家    D ．军队 

答案：B 

40．在全部社会关系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是 

A．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B ．生产过程中的分配关系 

C．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关系    D ．生产过程中的消费关系 

答案：A 

4 1．社会意识形态是指 

A．一切思想观点的总和 

B．一切精神现象的总和 

C．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观点的总和 

D．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情感、风俗习惯、情绪的总和 

答案：C 

42．经济基础是指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B．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C．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D．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 

答案：D 

43．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和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的区别在于 



．前者反映社会存在,后者不反映社会存在 

B．前者只反映社会现象,后者只反映自然现象 

C．前者反映经济基础,后者不反映经济基础 D．前者具有稳定的形式,后者没有稳

定的形式 

答案：C  

44．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范畴是指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B．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统一 

C．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 

D．技术形态和生产形态的统一 

答案：C 

45．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作用的性质取决于 

A．上层建筑中国家政权的性质    B ．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性质 

C．上层建筑所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  D ．上层建筑本身是否完善 

答案：C 

46．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主是要指对  

A．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反映    B ．科学文化的反映 

C．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D ．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 

答案：A 

47．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最突出表现是 

A．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具有不完全同步性 

B．社会意识是具有自己的历史继承性 



．各种社会意识之间可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D．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反作用 

答案：D 

48．“在历史活动中,英雄人物是剧作者,人民群众是剧中人”,这是 

A．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B ．历史唯心主义观点 

C．历史机械观点    D ．历史辩证法观点 

答案：B 

49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这个观点的理论出发点是 

A．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原理 B．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原理 

C．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D．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答案：B 

50．在人的自觉活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关系问题上,宿命论的错误在于 

A．否认人的自觉活动,夸大社会规律的必然性 

B．否认社会规律的必然性,夸大人的自觉活动 

C．否认人的自觉活动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 

D．承认社会规律的必然性 

答案：A 

51．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社会动力体系中一种动力,它是 

A．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B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C．社会发展的一般动力    D ．历史的有力的杠杆 

答案：D  

52．人的价值中的基本关系是 



．I 具和目的的关系    B ．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C．反映和创造的关系    D ．具体和抽象的关系 

答案：A 

53 人生价值之所以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统一,是由于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这

两重性是指 

A．人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 

B．人既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又作为社会成员而存在 

C．人既存在正当的个人利益又存在自私观念 

D．人既有社会性又有阶级性 

答案：B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关系中具有哲学基本问题性质的有 

A．天人关系  B ．名实关系 

C．理气关系  D ．形神关系 

E．知行关系 

答案：ABCDE 

2．在下列命题中,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的是 

A．世界是毫无规律的堆积    B ．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 

C．“理在事先”            D ．“心外无物” 

E．道生万物 

答案：BCE  

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这是指在内容上它实现了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B．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 

C．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    , 

D．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 

E．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 

答案：AD 

4．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因为 

A．它是“科学之科学”     

B．它科学地规定了哲学的研究对象 

C．它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 

D．它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统一 

E．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了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普遍方法 

答案：BCDE 

5．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两大基本流派是 

A．人本主义    B ．结构主义 

C．科学主义    D ．存在主义 

E．西方马克思主义 

答案：AC 

6．人类世界在内容上是指 

A．人化自然    B ．人类社会 

C．劳动        D ．人的对象世界 

E．社会的自然和自然的社会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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