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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高考风向——一览无余



课标要求

课
标
要
求

1、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阐释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2、表达无神论立场；
3、表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备
考
策
略

1、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议题，探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意
义，增强对这一思想路线的政治认同；
2、结合党和政府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方针政策，阐释坚持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
律性的意义，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备
考
指
南

1．以文化中的哲学智慧、宇宙新发现等为背景，通过简单情境的呈现，考查世界的
物质性
2．通过高质量发展理念、经济发展布局等情境呈现，考查运动的规律性3．以科幻作
品等为载体，考查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



单元真题列表

核心考点 考题 知识点

时代精神的精华 2022 浙江6月27题；
2023新北京T5；2023浙江6月T17； 哲学基本问题

辩证法+唯物论

2022山东卷7题; 

2023 浙江1月18题；2023北京T5；2023湖南T20； 物质和意识

2022辽宁9题；2022海南23题 ;

2023北京T2；2023浙江6月T17；2023浙江6月T5；2023山东T1

1；2023山东T10；2023湖北T15、T14；
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2022山东19(3);北京6题; 2022 辽宁10题;海南13题；
2023北京T5、T2；2023浙江6月T30；2023湖南T9； 联系观

2022山东8题;浙江6月28题;

2023山东T9；2023湖南T9； 发展观

2022山东7题;辽宁T20(1);浙江6月30题、38题; 

2023 浙江1月31题；2023北京T16、T2；2023浙江6月T18；
2023山东T18；2023湖南T8；2023湖南T9；

矛盾观



名词点击——击破抽象

PART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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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物质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

稳定的联系。

3、规律

 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意识的内容来自

客观存在，是客观的，但它的形式是主观的。意识

体现了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统一。

2、意识

        ①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

性，自觉选择性和能动创造性。②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

意识可以能动地指导人们改造世界，通过实践把观念的东西

变成现实的东西，创造出符合人的目的的客观事物。

4、主观能动性（也叫自觉能动性）

名词点击



体系构建——一网打尽

PART 03



知识体系



高频考点——核心突破

PART 04



自然界的
物质性

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

物质的含义

人类社会
的物质性

意识是物质世界
长期发展的产物

物质的唯一特性
世界
的物
质性 1.从产生看，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从本质上看，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体系。

3. 从发展上看，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及其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具有物质性。

1.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3.意识是对物质世界（客观存在）的反映。

①要一切从实
际出发，

②要坚定科学
无神论立场，
反对有神论。

知识体系



1．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与具体的物质形态

比较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 具体的物质形态

区别

特性 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除客观实在性以外，还有其自身的个别特性

存在状态 不生不灭、永恒存在，不能被创
造、改变和消灭 有生有灭，可以被创造、改变和消灭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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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核心突破一：世界的物质性



2．正确理解意识内容的客观性和形式的主观性

内容的客观性 无论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无论深刻的意识还是肤浅的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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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

的主

观性

从意识的主观

形式上看

包括感性认识形式，还包括理性认识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便反映的

内容都是客观的；意识是由知识、情感、意志等各种反映形式共同组成的完整体

系

从意识的主观

差别上看

对于同一对象或同一客观过程，不同的人由于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差异，会产

生不同的反映

从意识的主观

特征上看

意识作为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近似真实的摹写，还可能是

对现实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

核心突破一：世界的物质性



知识拓展：自然界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按照自身固有的

规律形成和发展的，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史，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一部分。

【方法论】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有意识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前

提。我们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时候，务必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知识拓展：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原理  

【原理内容】①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体系，构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要素：

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三者都是客观的物质的

要素，这些要素的客观性，集中体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方法论】反对把人们的主观动机或某种神秘的力量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反对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易混易错辨析

1.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因此意识来源于人脑。 (  )

2.物质和意识不可分离，相互依赖。 (  )

3.人脑是意识产生的源泉。 (  )

4.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诗词的创作源于作者的内心感悟。 (  )

5.科幻作品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实反映。(  )

6.正确的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错误的意识、神话、传说是人创造出来的。

(  )



易混易错辨析

1.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因此意识来源于人脑。 

【解析】意识是人脑特有的机能 但意识来源于实践。 

2.物质和意识不可分离，相互依赖。 

【解析】物质决定意识，思想不能独立于客观存在之外，思想依赖于物质，但物质不依赖与意识。
3.人脑是意识产生的源泉。 

【解析】人脑是意识产生的生理基础，实践是产生意识的源泉。
4.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诗词的创作源于作者的内心感悟。 

【解析】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诗词的创作属于意识，它源于实践。
5.科幻作品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实反映。

【解析】科幻作品属于意识，它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不一定是如实反映。
6.正确的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错误的意识、神话、传说是人创造出来的。

【解析】意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不管什么样的意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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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了客观存在，就不可能有意

识。正确的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反映，错误的意识，如神话、传说等是对客观存在的

歪曲反映。



运动的规律性

规律是客观的

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1、2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物质和运动的关系
运动的含义

规律的含义
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具体要求
反对两个错误倾向

知识体系



1．规律是客观的

( 1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

①运动的含义：哲学上的运动是指宇宙中一切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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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者或者载体。离开物
质载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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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突破二：运动的规律性



( 2 )物质运动有其客观规律

①规律的含义：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点拨：图示规律的含义

②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

原理内容：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规律

是普遍的，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中都普遍遵循其固有的规律。

方法论要求：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要求我们，必须遵循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

规律。

核心突破二：运动的规律性



知识拓展：正确理解规律 

是 固有的 本质的 必然的 稳定的

不是 臆造的 现象的 偶然的 异变的

举例： 喜鹊叫喜 苹果落地 守株待兔 价格升降

注意：①规律是联系，但并非所有的联系都是规律，只有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的联系才是规律。

②规律不等于现象，凡是能够借助感官直接感知的均为现象而非规律，上表的举例均不属于规律，
如“苹果落地”属于自然现象，但其中蕴含的“万有引力”则属于规律。③不能把哲学上讲的规
律混同于具体规律，二者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④规律是客观的、不能被创造、改
变和消灭；规则是主观的，可以制定、修改或废除。⑤唯心主义同样承认规律的存在，但是却否
认规律的客观性。⑥规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规律可以给人带来积极的作用，也可以带来消极的
作用。 ⑦对规律的认识和利用，并不意味着改变或创造规律。⑧“太阳东升西落”“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水往低处流”等是体现规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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