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宏观把握】单元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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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认识
的奥秘

人的认识从何而来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寻觅社会
的真谛

实现人生
的价值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认识与实践

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

真理是客观的

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社会历史的本质

社会历史的主体

社会历史的发展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总趋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路线与群众观点

价值与价值观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价值判断与
价值选择

人的价值、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征：社会历史性、主体差异性
标准：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弘扬劳动精神、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价值、
在砥砺自我中实现价值

通
过
实
践
认
识

在
社
会
中

实
现
价
值



探
索
认
识
的
奥
秘

认识与
实践

实践是
认识的
基础

认识

实践

人的认识
从何而来

在实践中
追求和发
现真理

含义：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形式和阶段：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感觉/知觉/表象） （概念/判断/推理）
            初级阶段          高级阶段

真理的客观性、条件
性和具体性

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

发展深化

依赖于

含义：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基本形式：生产实践、变革社会的实践、科学实验活动
特点：直接现实性；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含义：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

特点
客观性（最基本的属性）
条件性
具体性

认识具有反复性
认识具有无限性

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
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理清知识脉络



课标要求 近年考情 考向预测

 1.了解人的实践
活动的特性和作用
;

 2.理解社会生活
的实践本质;阐明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

 3.阐述认识运动
的辩证发展过程。

1.2024.山东.高考真题/选择题
2.2024.广东.高考真题/选择题
3.2024.湖北.高考真题/选择题
4.2024.浙江.高考真题/选择题
5.2024.全国乙卷.高考真题/选择题
6.2023.海南.高考真题/选择题
7.2023.湖北.高考真题/选择题
8.2024.江苏.高考真题/非选择题，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相关知识审慎对待
人类增强技术

本讲选择题和主观题都有考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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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实践决定认识、认
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两个方面；
2.结合我国探月工程的不断推进
，理解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认识发展的历程。
3.借助具体事例，科研成果、传
统文化、名言警句考查真理的特
征及追求真理的过程。



人的认识从何而来

核心考点一



含
义

形
式
（
两
个
阶
段
）

比较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区
别

内
涵

形
式
地
位
特
点

联系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意识。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意识相对于物质而言，属

于唯物论范畴；认识相对于实践而言，
属于认识论范畴；二者都有正误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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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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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知觉和表象 概念、判断和推理

认识的初级阶段 认识的高级阶段

直接性和形象性 间接性和抽象性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深化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二者
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1、认识（含义和形式）



2．实践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1)含义： 

(2)基本形式： 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农业生产）、
变革社会的实践（即改革、革命）、
探索世界规律的科学实验活动。

注意：①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动物的本能活动不是实践。
②实践是改造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活动，不包括主观世界，范围不能扩大或缩小。
③实践不是思维活动、认识活动，思考、辩论、认识、言论等都不是实践。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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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连接主观和客观的桥梁，是主观见之于与客观的活动。）

主体 对象：自然界、人类社会 直接现实性活动

例如：想喝水（思维活动）——喝水（物质活动）；学生的学习不是实践。

例如：设计方案 →修建桥梁 ←桥梁(主观) (客观)（实践）

（意识、认识没有直接现实性）

注意：实践除了三种基本形式之外还有其他形式，例如教育、医疗实践等

注：

①实践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不能说它既是客观活动也主观活动

②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客观见之于主观”就是错误的



特点 理解 侧重点 点睛之词
客观
物质
性

主观
能动
性

社会
历史
性

联系

①实践的基本要素：主体、对象和手段是客观的
②实践活动的过程是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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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将在实践中形成的认识
用于指导实践。
①改造自然,创造出自然中原来没有的新的物质生活资料。
②改造社会,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①社会性：实践不是单个人的孤立的活动，而是处
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横向）
②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实践活动的内容、
形式、规模和水平各不相同。（纵向）

强调受客观因素
的影响，与人的
认识活动相区别

强调受主观
因素的影响

社会性：强调社
会联系；
历史性：强调历
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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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对象”
“手段”“结果”

计划”“方案
”“规划”

“团队合作”“配
合、多人”等横向
因素
      —社会性；
“历史（时间、阶
段）过程”等纵向
因素  —历史性

（3）基本特点：



【注意】1.实践不是单个人的孤立的活动，纯粹个人的实践活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但不等于单个人的实践活动不存在。

      2.强调“合作、配合、团队”（相互联系）的，一般体现的是实践的社会性；

强调历史（时间、阶段）过程的，一般体现的是实践的历史性；



表现 理解 强调 错误观点 方法论

实
践
是
认
识
的
基
础

3、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①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
②认识只有在实践中、在主体和客体的相
互作用中才能实现；

从不知
到知 来源=途径？

①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
②实践的发展为人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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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实践锻炼和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

强调认识在
实践中不断
深化和发展，
由浅到深、
由少到多

根本动力
=唯一动力？

促进认识发展的动力
有多个，但根本动力

是实践；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
源，但认识的途径有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实践是认
识发展的
动力

实践是认
识的来源

坚持实践

第一的观

点,积极参

加实践活

动,在实践

中认识和

发现真理,

在实践中

检验和发

展真理

实践是检
验认识的
真理性的
唯一标准

①实践处在主观和客观的交汇点上
②通过实践，人们可以把自己头脑中的观念
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③人们把指导自己实践的认识和实践所产生
的结果加以对照，从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地
反映了客观事物

证实/证明、
预测

把科学理论
作为检验认
识的真理性
的标准

①认识从实践中来，最终还要回到实践中
去；②认识本身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
认识的目的

知以致用，
服务实践

认识的根本目
的是获得真理

实践是认
识的目的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
性的唯一标准，无论
理论如何正确都不能
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
的标准；

认识的根本目的是实践，认识的根本
任务是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
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明晰易混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强调的是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无到有”;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强调的是认识在实践中“深化和发展”;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强调的是实践能够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加以比

较和对照;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强调的是认识要回到实践中去,服务于实践,突出认识的终极意义。



 原理：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或：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认识的目的。
②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正确的认识、科学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促进实践的发展；错误的认识则会阻碍实践的发展。

【方法论】 ：这要求我们①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
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②重视科学理论的
指导作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原理1：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2024，广东，T11）中国名贵古典家具常以黄花梨、紫檀等木材为原料，其结构

源于建筑，线条取于书法，气韵近于雕塑，劲势法于武术，格调承于诗赋，历受追

捧。假名人之手或经历史事件的洗礼，文化价值就更加凸显，受到收藏界的青睐。

由此可见（   ）

①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必须保留旧因素        

②实践的目的是不断加深对事物的认识

③价值判断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    

④把握联系的多样性对认识事物具有重要意义

A. ①② B. ①③  C. ②④                   D. ③④

D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核心考点二



真理的含义

真理
的特
点

客观性
（最基本
的属性）

具体性
（纵向）

条件性
（横向）

1、真理及其特点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
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真理的检验标准——
实践是客观的；

真理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于特定的过程来说的，
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时间） 如果不顾过程的推移或超越历史条件，真理
就会转化为谬误。
真理是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
围。（空间）如果超出了这个条件和范围，真理就会
变成谬误。

真理只有一个，
坚持真理面前
人人平等。

11、真理、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决定了真理只有一个。客观性，决定了真理只有一个。
（真理的唯一性）即（真理的唯一性）即在同一条件下，人们对在同一条件下，人们对同一对同一对
象象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认为在同一条件下，对
同一确定事物存在着多个真理性认识是错误的；
2、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3、真理一定有用，但有用的不一定是真理。认为
有用即真理，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陷入唯心主义；

要在具体条件和
范围内认识和把
握真理，要做到
主观与客观、理
论与实践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不
断丰富、发展和
完善真理。        

并非所有认识都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
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只有正确认识即
真理才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
体的历史的统一，表述时不能变为客观与
主观、实践与理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真理与谬误往往是相伴而行的；
真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成谬
误，但每一真理相对于它存在
的条件来讲是确定的、客观的，
真理只有一个，不能说真理中
包含着谬误。



区　　别 　

联

系

　相伴而行

在一定条件下
相到转化

释疑解惑：
(1)坚持客观真理，必须反对主观真理。认为“有用即真理”等观点，是唯心主义哲学的真理观。
(2)不能认为真理永远都是正确的。真理是相对于特定的过程来说的，要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否则它就
会成为谬误。
(3) 真理和谬误有严格的界限，不能混淆，更不能相互包含。但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的正确反映。谬误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一种错误反映，它同真
理有严格的界限，二者相互对立

真理与谬误往往相伴而行、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没有谬误，
就无所谓真理;没有真理作比较，也就无所谓谬误

       一方面，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了这个条
件和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
       另一方面，谬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向真理转化。
在一定条件和范围内是谬误，进人另一条件和范围，就可能转化为真理。
谬误往往是真理的先导，从谬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就有可能克服错误，
转化为真理。在批判谬误中可以进一步发现和发展真理

知识扩展知识扩展 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



真理是客观性与条件性的统一
  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的适用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

件和范围，真理就会变成谬误。真理的客观性强调的是在它所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内，
它是正确的。

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真理是客观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是绝对的。另一方面，真
理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当客观情况或实践发生变化，原来属于真理的认识有可能
成为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是相对的。

真理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真理的客观性，主要是指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也表现在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是客观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对同一个确定的对象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认识，即真理只有一个。真理从形式上说是
主观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知识拓展：把握真理的“三统一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

律的正确反映。真理最基本的属性是客观性。

       在同一条件下人们对同一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我们应坚持真

理面前人人平等。

 原理2：运用“真理是客观的”知识分析问题



①真理是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②真理是具体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于特定的过程来说的，都是主观与

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③真理的条件性和具体性要求我们要做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具体

的历史的统一，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真理。 

 原理3：运用“真理的条件性、具体性”的知识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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