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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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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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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深化

依赖于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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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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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的客观性、
条件性和具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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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
具体性——都是相对于特定的过程来说的

追求真理是
一个过程

认识过程
的特点

反复性
无限性
上升性

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
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知识体系构建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识论）：【实践、认识、真理】

1.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①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来源、动力、唯一标准、目的）；
    ②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2.实践的特点（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直接现实性）

3.真理是客观的、具体的、有条件的原理

4.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原理（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和上升性）





一、认识与实践
1.认识（1）含义：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2）两个阶段（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注意】认识≠意识。本质
上是一样的，都有正误之分。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形式 感觉、知觉和表象 概念、判断和推理

人（而非动物）

例：红色、咬起来嘎嘣脆、酸酸甜
甜、硬的、凉的

例：看到一个苹果
例：别人说起苹果，你脑海中浮现
出苹果的样子

例：苹果是蔷薇科苹果亚科
苹果属植物，树为落叶乔木。

例：苹果颜色常见为红黄绿，
不是黑蓝紫…

例：苹果中含有铜、碘、锰、锌、
钾等元素以及大量维生素C，可以推
理出苹果可以保护人体的心血管、
增强人体免疫力并且改善呼吸系统
和肺功能等。

感觉：事物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
事物在人脑中的各种感觉：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温觉

知觉：直接作用于感
觉器官的事物的整体
在脑中的反映

表象：事物不在自己眼前时，事物
在自己大脑里浮现的样子，即通过
感知而形成的感性形象

概念：通过揭示事物的本质
属性而反映事物的思维形式

判断：对认识对象有所断定
的思维形式

推理：从已有的判
断推出新判断的思
维形式

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历程：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



【易错易混】
1.感性认识在数量上的总和就是理性认识。
2.理性认识始终比感性认识更正确、更可靠。
3.认识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的是同一回事。
  认识的根本任务是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
质。(获得真理性认识)

  认识的根本目的是把理性认识应用于实践,去指导实践。（指导人们改造
世界）
4.形象思维属于感性认识，抽象思维属于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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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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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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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设计方案 →修建桥梁 ←桥梁(主观) (客观)（实践）

注意：基本形式≠全部形式。还包括教育/文化/艺术活动等实践活动。

区别动物本能

（3）基本特点：①客观物质性区别认识活动，强调实践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设备、条件、工具、环境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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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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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没有意识参与的实践是不存在的，这并不意味着盲目的实
践不存在。盲目的实践是指实践没有以正确的认识为指导，最终会导致实践活动失败。

④直接现实性

②主观能动性

③社会历史性

区别动物本能，强调实践受主观因素的影响：为了、计划、战略、布局、蓝图、规则

强调实践受横向（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纵向因素（历史条件）的影响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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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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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从“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到探月工程的
屡战屡捷，从万户飞天的勇敢尝试到载人航天的创新突破，如今我国航天探索已从千年

梦想变为现实。永不停歇的宇宙探索表明（   ）
①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变为现实
②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历史地发展着的
③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因而能成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④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对宇宙的好奇是宇宙探索的根本动力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会议于2018年3月5日在京召开，会
议指出，经全国人大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国务院及各部门全年工作的“蓝图”。施
政之要贵在实干，必须勤勉尽责抓好落实，不折不扣达到目标。这是因为（  ）
①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                        
②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
③量变是质变的前提                            
④实践是认识的唯一目的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A

C



（2021.山东卷）◆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从1921年到2021年的百年，是中国共产党追逐梦想、砥砺前行，在苦难中铸就辉煌的百年。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无不暗示着：每个时代最深的刻痕，总是奋斗者笃行的足迹。
从上海石库门出发，走过赣水闽山的蜿蜒小道，跨过万里长征的雪山草地，迈过沟壑纵横的黄

土高坡，渡过浩浩荡荡的长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赢得了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忍饥挨饿、缺吃少穿，到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

问题历史性地画上了句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
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栉风沐雨，在攻坚克难中创造出了震憾世界的中国奇
迹。今日之中国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巍然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方志敏的憧憬和遗愿正在祖国大
地上生动呈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前所未有地展现在眼前。

2021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民族复兴事业将揭开新篇章……
“每个时代最深的刻痕，总是奋斗者笃行的足迹。”结合材料，运用实践及其特点的知识加以

阐明（6分）。

【参考答案】①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1分）中国梦
必须通过奋斗才能从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1分）
②实践活动具有客观物质性、主观能动性和社会历史性。（2分）今天的盛世中国和幸福
生活，是无数先辈在中国梦的指引下接续奋斗的结果。新一代的青年人要在前人实践创造
的既有成果基础上，脚踏实地、砥砺前行，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2分）



侧重点 整体 获得认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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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识发
展的动力

是检验认
识真理性
唯一标准

是认识的
目的    

来源 ≠  途径
认识在实践基
础上从无到有

认识在实践基
础上的深化和
发展：更多、
更深，更全面

强调把认识
与实践的结
果加以对照

强调认识要
指导人们改
造世界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亲身实践，直接经验；
读书学习，间接经验

①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产生新问题，提出新要求
②实践的发展为人们提供日益完备的认识工具，这些工具延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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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造着人的主观世界

①原因：实践处在主观和客观交汇点上， 通过实践，人们把头脑
中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②认识的过程：实践——认识——实践 ......

①认识本身不是目的，改造世界才是目的和归宿。
认识的根本目的 ≠ 认识的根本任务 

②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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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起点是实践   

3、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理论 关键词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针对、立足、基于、按照、根据……（问题、现状、特点、情况、
形势、影响）

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在……（主题、路线、方针、措施、制度）下，促进……事业活
动、实践、活动）取得（成就、胜利、发展、前进、成功）等

•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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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求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积极投身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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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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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新成果—喷射注射器，在没有针头的情况下，利用高速压力能够令药物穿透皮肤打
进身体内，这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识，是喷射注射系统技术的重大改进，能让患者告别
打针之痛。这一事例说明了（   ）
①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
②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
③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发展
④科学实验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B

误区警示：1.促进认识发展的的根本动力是实践,促进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矛盾。

2.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才具有真理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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