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公共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期末试卷 B(有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指（    ） 

A.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 

B.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学说体系 

C.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 

D.列宁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 

2、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这一命题强调（    ） 

A.真理是感性的直观，不是理性的抽象 

B.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C.同一对象真理性的认识只有一个 

D.真理是与人的具体利益相联系的 

3、实践的客体是（    ） 

A.绝对精神的对象化 B.客观物质世界 

C.人的意识的创造物 D.进人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范围的客观事物 

4、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    ） 

A. 方向和道路 B.形式和状态 C.结构和功能 D.源泉和动力 

5、区分新旧事物的标志在于看它们（    ） 

A.是不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B.是不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C.是不是有新形式和新特点 

D.是不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 

6、“物的依赖性关系”是（    ） 

A.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B.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C.社会主义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D.共产主义社会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7、“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段话出现在（    ） 

A.资本论中 B.共产主义原理中 C.哥达纲领批判中 D.共产党宣言中 

8、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最终目的是（    ） 

A.改变无产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B.实现共产主义 

C.解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D.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的机器 

9、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16，17 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B.19 世纪初期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 

C.18 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 

D.文艺复兴运动 



10、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最突出表现是它（    ） 

A.同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同步性 B.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C.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D.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11、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    ） 

A.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B.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C.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D.实现社会公平 

12、在商品经济中，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的支出必须借助于（    ） 

A.具体劳动 B.剩余劳动 

C.商品的生产形式 D.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3、下列实物形态的资本中，同时属于生产资本.不变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是（    ） 

A.原料和燃料 B.辅助材料 C.机器设备 D.商业设施 

1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 

A.改变了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 B.符合垄断资本家的整体利益 

C.代表了个别资本家的利益 D.消灭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 

1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是指（    ） 

A.全面的社会化 B.全面的商品化 

C.全面的市场化 D.市场的计划化 

二、多项选择题 

16、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A.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作用的结果 

B.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 



C.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 

D.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 

17、影响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化的规律有（    ） 

A.商品价值的变化 B.货币价值的变化 C.供求关系的变化 D.平均利润率的变化 

18、割裂社会规律同人的活动的统一会导致（    ） 

A.宿命论 B.唯意志论 C.庸俗进化论 D.唯心史观 

19、垄断利润的主要来源（    ） 

A.垄断企业内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B.非垄断企业工人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C.小生产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 

D.落后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国内劳动人民必要劳动创造的一部分价值 

20、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 

A.亚当?斯密 

B.大卫?李嘉图 

C.马尔萨斯 

D.西斯蒙 

三、辨析题 

21、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经济决定论。 

 

 

 



 

 

 

 

22、物质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23、矛盾的共性存在于矛盾的个性中。 

 

 

 

 

 

 

 

四、简答题 

24、简述价值评价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功能。 

 

 

 



 

 

 

 

25、“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话包含什么哲理？ 

 

 

 

 

 

 

 

26、为什么说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的最新类型的革命？ 

 

 

 

 

 

 

 

27、简述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28、简述社会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29、简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五、论述题 

30、运用你所学过的哲学原理谈谈你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C 

3、D 

4、A 

5、B 

6、B 

7、D 

8、C 

9、B 

10、C 

11、C 

12、A 

13、C 

14、B 

15、A 

二、多项选择题 

16、ABC 

17、ABCD 



ABD

19、ABCD 

20、AB 

三、辨析题 

21、答：该观点错误。具体分析如下： 

(1)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

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和社会形

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等。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

产关系的总和，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但经济基础并非单单仅指经济这一因素，而是

多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发展除了经济决定外，还包括其他因素的综合合力而成。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

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社会意

识根源于社会存在，是对以实践为基础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世界的反映。历史过程中的

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仅仅指经济。 

(3)把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画等号实际上否认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把历史

简单的看成一个仅仅由经济因素起作用的过程，否认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否认了社会意识

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割裂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 

22、答：该观点正确。“物质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句话

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它强调了客观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运动变化的，一切事

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推动物质世界不断发展的原因（当代社

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具体分析如下： 

(1)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①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

量。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不能任意选择的物质力量和历史活动的前提。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进而决定其他社会关系的基本面貌，决定世界发展的历史进

程。 

②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它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会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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