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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第一章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⑴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

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⑵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

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⑶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

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

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⑷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 

二.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 

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经济、社会历史条件。 

⑵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趋激化，对科学理论的指导提出了强烈的需求。 

三.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

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 

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

重要的理论品质。 

⑷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

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四.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一判断是错误？ 

⑴马克思主义是已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反应的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

规律，是客观真理，而真理不存在所谓过时的问题。 

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人类解放的任务尚未完成， 

⑶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旗帜 

⑷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不会过时，但这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特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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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特定事物所发表的个别观点，结论，提法需要修改和补充。 

五.什么是哲学？为什么说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①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②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究竟谁是世界的本源，即物质和精神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

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 

二，思想能否认识或正确认识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 

原因： 

1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2 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3 根据对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对立的基本派别。 

 

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物质观？其理论意义时什么？ 

①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科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

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②⑴坚持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原则，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 

⑵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 

⑶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⑷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七. 什么是运动？为什么说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 

①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 

②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和根本属性，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脱离运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 

⑵物质是一切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的实在基础和承担者，世界上没有离开物质的运动。 

 

八.什么是实践？为什么说实践是人类的存在方式？ 

①实践是人类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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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人类的生产，生存和活动，是以实践为基本方式和标志的。 

实践是人所独有的活动 

实践集中表现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 

实践对物质世界的改造是对象性的活动 

 

九. 什么是矛盾?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在事物中各期什么作用？ 

①矛盾是反映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 

②(1)同一性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主要是: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矛盾双方可以利用对方的发展使

自已获得发展；矛盾双方相互包含，可以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得到发展；矛盾双方彼此相通，

可以向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而得到发展 

(2)斗争性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推动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造成事物的量变；促使

矛盾双方地位或性质转化，实现事物的质变。(3)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不能孤立地起作用，它们对事

物发展的作用只有在两者的结合中才能实现。 

 

十.试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及实践意义。 

①⑴区别：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

的；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⑵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

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 

②意义：1 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道理，是关于矛盾问题的精髓，是正确理解矛盾学说的关

键。2它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法，又是科学的认识方法。3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依据。 

 

十一. 什么是辩证的否定？ 

⑴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 

⑵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 

⑶否定的实质是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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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否定是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 

 

十二.如何正确认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 

⑴量变是质变的准备 

⑵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的结果 

⑶量变和质变相互渗透 

⑷量变和质变相互依存，相互沟通，量变引起质变，在新质的基础上，事物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交

替循环，形成事物质量互变的规律性 

 

十三. 什么是规律？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什么关系？ 

①规律是事物的本质的联系，是事物的必然联系，是事物的稳定联系，是客观的。 

②⑴必须首先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 

⑵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二章 

 

一.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1 从根本上说是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 

 2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仅仅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而且也是改造和被改

造的关系；主体反映客体的过程，也是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 。 

 

二.什么是认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那些方面？ 

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能动性的反映 

1.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2.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 

3.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 

4.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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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三.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的特点 

 1.反映具有摹写性 

 2.反映具有创造性 

 

四.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及其意义？ 

1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他们不仅有区别，而且又 相互联系，是辩证的统

一 

2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认识为基础。坚持理性认识对 感性认识的依赖关系，

就是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 

3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只有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 能把握住事物的本质，

满足实践的需要。坚持了这一点，就是坚持了认识论的 辩证法 

4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互相渗透，相互包含，二者的区分是相对的，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把他们截然分

开 

 

五.怎样理解真理是客观的？ 

1.真理具有客观性，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 

2.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是指在真理性的认识中包含着不依赖于人和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一

切科学的定律、学说、理论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他们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 

3、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客观的。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检验它的标准只能是客观的社会实践，而不能

以任何人，任何阶段的主观意志决定，不能以人或阶级的利益、愿望、好恶为标准 

 

六.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及意义？ 

辩证关系 

1.承认真理是客观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唯物论，就真理的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掌握程度

来说，真理又是绝对的和相对的，这是真理问题上的辩证法，任何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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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相对性 

2.真理的绝对性即具有绝对性的真理，是指真理的无条件性、无限性。 

3.真理的是相对性即具有相对性的真理，是指真理的有条件性、有限性 

4.真理是具体的发展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辨证统一的 

(1)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和具有相对性的真理是互相渗透和互相包含的 

(2)具有相对性的真理和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又是辨证转化的，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和发展

中，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5.绝对性真理和相对性真理不是两个真理，而是同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同属性，绝对性真理和相对性真

理的辩证统一，是同人的认识、思维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辨证统一的 

意义: 

1 反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武器 

2 为我们提供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七.实践为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实践之所以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2 从真理的本性看，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规律的正确反映，其本性在于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3 从实践的特点看，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一方面，实践

本身就是直接的现实，另一方面，实践能把不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理论变成直接的现实 

 

八.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定义及其特点。 

价值: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

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 

 特点： 价值具有客观性  

     价值具有主体性 

     价值具有社会历史性 

     价值具有多维性 

价值评价:是一种关于价值现象的认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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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点:评价是以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为认识对象的 

     一般来说，评价结果与评价主体有直接联系，是依主体的特点转移的 

     评价的结果正确与否依赖于相关的知识性认识 

 

第三章 

 

一:为什么说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决定力量 

1.在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2.首先，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首要前

提 

3.其次，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结构、性质和面貌，制约着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

活和精神生活等全部社会生活 

4.最后，物质生产活动及生产方式的变化发展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

高级的更替和发展  

 

二:简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客观来源，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

映 

2.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也相应的或迟

或早发生变化和发展。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生活 

 

三: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1.劳动资料 

2.劳动对象 

3.劳动者 

 

四:生产关系(狭义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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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

品分配关系 

广义:指人们在再生产的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关系在内的生产关

系体系 

 

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定律) 

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2.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3.两者的相互作用是一个过程,表现为二者的矛盾运动                    

从内容上看,(1)生产力的状况决定一定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形式;(2)生产关系反

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对生产力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将起阻碍作用。  

从过程上看,这一规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总是从基本相适合到基本不相适合,再到基本相适合;

与此相适应,生产关系也总是从相对稳定到新旧更替,再到相对稳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循环往复,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发展,进而推动整个社会逐步走向高级

阶段. 

 

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的对立双方.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其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 

2.首先，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关系是适应

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它的性质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什么样的

生产力，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 

3.其次，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经

常处于变化和发展之中。与生产力相比较，生产关系则更具有相对稳定性，一种生产关系一经产生，

就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的形式。 

 

七: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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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一原理在人类思想史上彻底否定了以 道德说教 作为评价历史功过是非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科学

的确立了生产力发展是 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正是根据上述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正确阐述了社会形

态的演进过程及其历史正当性问题;正确评价了历史和现实中的事件,人物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理论,

主张等,为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提供了基本观点和方法.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政策,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

党必须自觉地认识和把握这一规律,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作为自己

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八:简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经济基础】：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实质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

基本经济制度，是制度化的物质社会关系。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社会基本经济制

度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 

【上层建筑】：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观念上层建

筑指意识形态，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等，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上层建筑是指政治法律制

度和政治法律设施。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辨证统一的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集中表现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服务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构成了社会形

态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每一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

关系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

的矛盾；上层建筑在建立之初不完善的部分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相对活跃的经济基础同相对稳定

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矛盾以及同经济基础各构成要素之间

的矛盾；新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基本适合之间存在着的某些矛盾；等等。总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之间的种种矛盾纵横交错，构成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矛盾系统，但二者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推

动下，由基本适合到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如此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从低

级向高级发展，都是在这种矛盾推动下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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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形态的内涵 

1.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态,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2.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是三者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 

3.一定的社会形态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所以社会制度也被视为社会形态的同义词 

 

十: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1.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2.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3.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 

4.改革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 

5.社会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十一: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1.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作用。 

2.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3.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4.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十二:如何理解时势造就英雄？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特别是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出现，都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时势造就英

雄，杰出人物的出现具有必然性。杰出人物会因其智慧、性格因素对社会进程发生影响，但这些作用

仅仅是社会进程中的偶然性现象，只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个别原因。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虽然也能

使具体历史事变的外貌或某些后果改变，但终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如果看不到历史人物

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割裂必然与偶然的关系，就势必会夸大个人的作用，进而否定或歪曲历史的发展

规律。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0534213011

3011140

https://d.book118.com/405342130113011140
https://d.book118.com/405342130113011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