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事业单位考试公共基础知识 《马克思主

义哲学》复习题库

一、单项选择题

1.“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和 “人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

流 ”, 这两种观点 ( )

A．是相同的，只是强调的方面不同 B．前者是辩证法，后者是诡

辩论

C．前者是形而上学，后者是辩证法 D．两者都是辩证法，后者是

对前者的发展

2.“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句话说明了（ ）

A．物质和运动的统一 B．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B．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 D．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

3.空间是指 ( )

A.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 B.运动着的物质的持续性

C.运动着的物质的顺序性 D.运动着的物质的位置

4．古诗云：“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

这是用神话形式说明时间（ ）

A．是客观的 B．是有限的 C．是可知的

D．是相对的

5．从动物心理发展到人的意识的决定性环节是（ ）

A．手脚分工 B．语言的产生 C．社会的出现



D．劳动

6.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 ）

A．客观存在的 B．人的意识创造的

C．由神或客观精神创造出来的 D．由物质和精神两个本原构成的

7.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共同之点是（ ）

A．都承认世界是主观精神的产物 B．都承认世界是客观精神的产物

C．都否认世界的物质性 D．都否认世界是运动的

8.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基本历史形态是（ ）

A．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庸俗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B．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

C．奴隶社会时期的唯物主义、封建社会时期的唯物主义、资本主义

时期的唯物主义

D．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9.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 ）

A．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相分离 B．主观同客观、认识同实际相分离

C．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分离 D．自然观和历史观相分离

10.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 ）

A．古希腊罗马的哲学 B．中世纪经院哲学

C．十七、十八世纪英法资产阶级哲学 D．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11.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对象是（ ）

A．关于人类思维活动的一般规律 B．关于自然界发展的一般规律



C．关于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D．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般规律

12.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是（ ）

A．整体与局部关系 B．一般与个别关系

C．代替与被代替的关系 D．绝对和相对关系

13.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旧哲学的最主要最显著的特点是（ ）

A．阶级性 B．科学性 C．革命性 D．实践性

14．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是（ ）

A．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不适应现时代 B．深化和拓展了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宇宙观

C．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绝对真理的体系 D．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原理作了否证

1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 ）

A．对立统一规律 B．实事求是

C．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D．为人民服务

16.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观点的错误在于 ( )

A．没有自然科学的依据 B．不懂得一般和个别的辩证法

C．否认了物质的客观性 D．是对物质的自我猜测

17.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这里的“客观实在”是指 （ ）

A．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 B．物质的具体形态和结构

C．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D．不能被人们所认识

18.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是从这种总和抽象出来的。这种观点



属于（ ）

A．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B．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物质观

C．庸俗唯物主义物质观 D．朴素唯物主义物质

观

19.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是 （ ）

A．客观唯心论的观点 B．形而上学的观点

C．一切唯心主义的观点 D．主观唯心论的观点

20.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是 ( )

A．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B．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C．抽象和具体的关系 D．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21.哲学是（ ）

A．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B．各门具体科学知识的总汇

C．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D．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2.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A．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 B．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关系问题

C．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D．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23.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是如何回答（ ）

A．世界的运动和发展问题 B．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C．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 D．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

24.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哲学是（ ）

A．唯心论 B．不可知论 C．诡辩论 D．二元论



25.哲学上的基本派别是（ ）

A．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B．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辩证法

C．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 D．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26．“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

西而已”。这种观点是（ ）

A．客观唯心主义观点 B．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C．唯意志主义观点

D．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27．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是指 （ ）

A．意识是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桥梁 B．意识是客观精神和主观感觉

的桥梁

C．意识的形式是客观的，而它的内容是主观的 D．意识的内容是

客观的，而它的形式是主观的

28．意识是 ( )

A． 一切生物普遍具有的现象 B．动物普遍具有的现象

B．人和高等动物共有的现象 D．人类独有的特殊现象

29．世界的统一性在于 ( )

A．它的存在性 B．它的物质性 C．它的可知性

D．它的矛盾性

30．坚持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观点是( )

A．形而上学唯物论 B．辩证唯物论 C．折衷主义

D．二元论



31．事物的规律是 ( )

A．事物的特殊的联系 B．事物的普遍的联系

C．现象之间的联系 D．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32．客观规律和人的关系是 （ ）

A．人可以改变规律 B．人可以创造规律 C．人可以消灭规律

D．人可以认识和利用规律

33．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现实世界是在（ ）

A．以自然界为前提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 B．人的能动作用下生

成和发展的

C．人的实践基础上生成和发展的 D．正确思想的指导下

生成和发展的

34．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的主要区别在于（ ）

A．人化自然有属人的性质，自在自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属人的性

质

B．自在自然是既成不变的，人化自然是随着人的实践而变化的

C．人化自然经过人的实践改造，自在自然则没有经过人的实践改造

D．自在自然是人化自然的前提，在人的实践中向人化自然转化

35.辩证联系的含义是 （ ）

A． 概念之间的相互判断、推理等逻辑关系 B．事物或现象之间

的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和互相制约

C．事物发展过程中直接的本质的关系 D．事物或现象之间界限的

不确定性



36.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是 （ ）

A．事物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B．事物的简单重复和循环

C．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D．物体的位置移动和场所的变化

37.一些地方人们掠夺性地滥挖草原上的甘草，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然而却造成草原植被被破坏，土地荒漠化，一遇大风，沙尘暴铺天盖

地而至，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挖甘草的人们（ ）

A． 只看到事物的客观性，没有看到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B． 只看到事物的绝对运动，没有看到事物的相对静止

C． 只看到眼前的直接联系，没有看到长远的间接联系

D． 只看到物与物的联系，没有看到人与人的联系

38.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联系构成运动和变化，形而上学是 （ ）

A．只承认联系，否认发展 B．只承认发展，否认联系

C．从否认联系到否认运动、变化和发展 D．只承认运动、否认联系

和发展

39.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是（ ）

A．量变和质变的观点 B．辩证否定的观点

C．联系和发展的观点 D．对立统一的观点

40.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是（ ）

A．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 B．唯物辩证法和形

而上学的对立

C．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D．唯物史观和唯心

史观的对立



41.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 ）

A．对立统一规律 B．质量互变规律 C．否定之否定规律

D．联系和发展的规律

42.唯物辩证法认为，新旧事物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 （ ）

A．它们出现时间的先后 B．它们在形式上是否新颖

C．它们是否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D．人们是否认可它们

43.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焦点在于 （ ）

A．是否整体地看问题 B．是否承认事物在运动

C．是否承认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D．是否承认事物的

变化不仅有量的增减而且有质的变化

44.系统论的最基本原则是 （ ）

A．整体性 B．区别性 C．最优化 D．合理化

45.“割下来的手就不再是人手”，这句话体现了 （ ）

A．形而上学片面的、孤立的观点 B．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

C．唯心主义的观点 D．诡辩论的观点

46．从普遍联系观点来看，事物之间的差别的界限 （ ）

A．是不确定的 B．是确定不变的

C．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 D．是不可捉摸的

47．矛盾的含义是 （ ）

A．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B．事物内部和事

物之间的交叉关系

C．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冲突关系 D．事物内部和事



物之间的依赖关系

48．在自然界，没有上，就无所谓下；在社会中，没有先进，就无所

谓落后；在认识中，没有正确，就无所谓错误。这说明（ ）

A．矛盾双方是相互排斥的 B．矛盾双方是相互渗透的

C．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的 D．矛盾双方是相互转化的

49．我们国家依据唯物辩证法关于内因和外因互相关系原理制定的方

针是 （ ）

A．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 B．既坚持物质文明

建设，又坚持精神文明建设

C．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坚持对外开放 D．既抓经济建

设，又抓阶级

50．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的（ ）

A．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B．相互离异、相互排斥

C．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D．相互吸引、相互贯通

51．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和非主要方面辩证关系原

理要求我们（ ）

A．坚持均衡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B．坚持均衡论和一点论的统一

C．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D．坚持两点论和一点论的统一

52．世界上各种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根据是（ ）

A．矛盾 B．普遍矛盾 C．特殊矛盾 D．矛盾双方的又统

一又斗争

53．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 ）



A．矛盾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B．矛盾体系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在事物发展进程中不起决定作用的

矛盾

C．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

D．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矛盾

54．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是（ ）

A．辩证统一的关系 B．内外关系 C．因果关系 D．等

同关系

55．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说的错误在于割裂了（ ）

A．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B．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C．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D．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

56．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是（ ）

A．本原和派生的关系 B．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C．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D．根据和条件的关系

57．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 ）

A．事物双方之间的相互斗争 B．客观力量的推动

C．矛盾双方之间的相互转化 D．矛盾双方之间的斗争性和同一性

相结合

58．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是（ ）

A．内部矛盾 B．外部矛盾 C．主要矛盾 D．特殊矛盾

59．价值规律是通过商品交换中价格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表现出来

的．这说明（ ）



A．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 B．必然性可以转化为偶然

性

C．事物的发展是由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 D．事物的发展是

由量变向质变转化的过程

60．事物发展中合符规律的、不可避免的、必定如此的趋势，称之为

（ ）

A．偶然性 B．必然性 C．现实性 D．可能性

61．本质是指 （ ）

A．把内容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 B．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

C．事物真象和假象的统一 D．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

62．假象是指 （ ）

A．正面直接地表现本质的现象 B．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的现象

C．和本质没有同一性的现象 D．从反面歪曲地表现本质的现象

63．认识的客体是指（ ）

A．客观物质世界 B．客观事物 C．客观自然界 D．主体

实践所指向的客观对象

64．“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是（ ）

A．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 B．辩证法和形而

上学的对立

C．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认识路线的对立 D．可知论和不可

知论的对立

65．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是指（ ）



A．人们的一切活动 B．人们的日常生

活活动

C．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D．人们的精神活

动

66．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是（ ）

A．唯物主义的观点 B．实践的观点

C．矛盾的观点 D．普遍联系的观点

67．人类获得知识的途径是（ ）

A．只要参加实践 B．只要刻苦读书

C．既要参加实践又要认真读书 D．依靠灵感和机遇

68．对一个复杂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 ）

A．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感性认识

B．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两次飞跃

C．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地一次完成

D．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

69．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是（ ）

A．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 B．认识的“源”和“流”的关系

C．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D．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70．“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思想

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是（ ）

A．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B．理论来源于实践

C．科学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 D．认识具有反复性、无限性、



上升性

71．理性认知的特点是（ ）

A．概念、判断、推理 B．感觉、知觉、表象 C．抽象性、间

接性 D．形象性、直接性

72．感性认知的特点是（ ）

A．概念、判断、推理 B．感觉、知觉、表象 C．抽象性、

间接性 D．形象性、直接性

73．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进程是（ ）

A．积极能动的过程 B．消极被动的过程

C．完全自发的过程 D．主观随意的过程

74．强调理性认知依赖于感性认知，这是（ ）

A认识论的辩证法 B．认识论的唯物论

C．认识论的唯理论 D．认识论的经验论

75．承认我们的一切知识具有相对性，就会（ ）

A．陷入诡辩论 B．导致怀疑主义 C．防止相对主义 D．防

止绝对主义

76．任何真理都带有近似正确的性质，这种观点是（ ）

A．相对主义 B．绝对主义 C．唯心主义 D．辩证唯物

主义

77．在真理问题上，旧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

承认（ ）

A．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B．真理的客观性



C．真理的辩证法 D．物质世界的可知性

78．“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真理”，这种观点是（ ）

A．相对主义的观点 B．唯物主义的观点 C．诡辩论的观点

D．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79．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是（ ）

A．两种完全不同的真理 B．有着固定不变的界限

C．两种完全相同的真理 D．任何一个真理都具有的两种属性

80．真理和谬误互相贯通的含义是（ ）

A．真理中包含着谬误 B．两者互为因果

C．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 D．两者没有确定的界限

81．坚持真理的客观性是真理观上的（ ）

A．唯物主义 B．唯心主义 C．形而上学 D．机械论

82．真理的内容是（ ）

A．以个人的意志去为转移的 B．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

C．以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 D．不以任何人、人类或阶级的意志

为转移的

83．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是（ ）

A．多数人的意志 B．先进思想 C．社会实践 D．逻辑推理

84．实践之所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实践自身的特点而言因为

（ ）

A．它是对人类有用的活动 B．它是多数人参加的活动

C．它是具有主观性的活动 D．它是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的



活动

85．实践标准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是因为（ ）

A．每个人的实践都不相同 B．实践对真理的检验都具有历史

性

C．实践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D．实践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

动

86．解放思想，就是要（ ）

A．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思想上达到绝对自由 B．不受任何约束，

做到随心所欲

C．抛弃原有的一切观念，重新评价一切 D．突破落后观念

的束缚，坚持实事求是

87．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根本特征或标志是（ ）

A．直立行走 B．抽象思维 C．制造劳动工具 D．语

言的产生

88．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钥匙是（ ）

A．阶级斗争发展史 B．生产劳动发展史 C．政治制度演变史

D．宗教信仰变迁史

89．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 ）

A．自然界 B．科学发明 C．物种进化 D．劳

动

90．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 ）

A．物质的 B．精神的 C．实践的 D．绝



对精神的

91．“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是（ ）

A．形而上学的 B．唯心主义的 C．唯物主义的 D．实

践唯物主义的

92．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表现在（ ）

A．人口增长是引起革命的根源 B．人口增长是资本主

义社会劳动者贫困失业的根源

C．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可以起加速或延缓作用 D．人口因素是

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

93．人类社会历史的规律不是别的，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规律，这是

（ ）

A．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B．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C．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 D．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观点

94．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表现在（ ）

A．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制度的差异 B．地理环境决定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

C．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形态的变更 D．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

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95．“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这句话的深刻含

义是说（ ）

A．自然资源的差异性有利于社会发展 B．自然资源的差异性不

利于社会发展



C．自然资源富饶有利于社会发展 D．自然资源富饶不利于

社会发展

96．人类全部生产的基础是（ ）

A．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B．人类自身的生产 C．精神生产

D．一切生产活动

97．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表现为双重的关系，它们是（ ）

A．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B．人和自然的关

系，人和人的关系

C．感性和理性的关系，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 D．思维和存

在的关系，认知和评价的关系

98．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主导因素是（ ）

A．劳动对象 B．劳动资料 C．劳动者 D．科

学技术

99．生产资料包括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B．生产工具和劳动者

C．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D．一切劳动产品

100．生产关系所体现的是生产过程中（ ）

A．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B．人与人的政治关系

C．人与人的思想关系 D．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101．衡量生产力水平的客观尺度主要是（ ）

A．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的高低 B．劳动产品质量的好

坏



C．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 D．劳动对象的广度和

深度

102．生产力是指（ ）

A．独立于人之外的自然力量 B．人们解决相互之间矛

盾的实际力量

C．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力量 D．精神力量和物质力

量的总和

103．生产资料包括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B．生产工具和劳动者

C．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D．一切劳动产品

104．国家的本质是（ ）

A．管理社会各项事业 B．保卫社会秩序的安定

C．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D．阶级压迫的工具

105．社会意识是（ ）

A．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 B．社会的政治生活过程

C．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 D．人类改造社会的过程

106．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对社会存在能起促进作用是因为（ ）

A．它不完全受具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制约 B．它有相对独

立性

C．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相互协调 D．它符合了社

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107．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最突出的表现是（ ）



A．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 B．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C．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 D．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

的相互作用

108．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联系表现为（ ）

A．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B．群体意识是个体意

识的总汇

C．个人意识决定群体意识 D．个人意识完全由群

体意识决定

109．在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和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中（ ）

A．只有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B．五种社会形

态划分法是斯大林首先提出来的

C．两种划分法都是马克思提出来的 D．应该用三种社会形态划

分法取代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

110．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三大形

态．这三大形态是（ ）

A．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B．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C．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共产主义公有制社会

D．无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无阶级社会

111．下列各组属于技术社会形态系列的是（ ）

A．自然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经济社会 B．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C．人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 D．古

代社会、近代社会、现代社会

112．“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句话说的是（ ）

A．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完全相同 B．社会发展是纯粹自发的过程

C．社会发展不受人的思想动机的影响 D．社会发展具有不依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

113．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

A．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 B．人与社会制度之间的

矛盾

C．先进与落后、开拓进取与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

D．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114．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涵义在于（ ）

A．它揭示了社会发展一般过程 B．它揭示了社会形态由量变到质

变这一飞跃过程

C．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过程

D．它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115．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

革得到了迅速发展．这说明（ ）

A．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B．生产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促

进生产力的发展

C．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生产力的变化 D．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



有决定作用

116．构成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只能是（ ）

A．社会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 B．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

C．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的生产关系 D．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生产关系

117．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说（ ）

A．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都要在它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才能产生

B．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根源于经济基础

C．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同经济基础变化同步的

D．社会中一切经济基础成份都决定着社会的上层建筑性质

118．上层建筑的根本性质决定于（ ）

A．经济基础 B．政治制度 C．国家政权 D．意识形态

119．只存在于封建社会 B．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C．只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 D．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

120．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

A．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 B．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

C．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D．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矛盾

121．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原因是（ ）

A．生产关系的发展 B．生产力的发展 C．上层建筑的发展 D．经

济基础的发

122．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 ）



A．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B．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

度

C．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形式 D．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12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观点的理论出发点是 （ ）

A．社会革命是历史火车头的原理 B．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

直接动力的原理

C．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 D．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

理

124．人民群众之所以是历史的创造者，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 ）

A．人民群众占人口的大多数 B．人民群众有无穷的智慧

C．人民群众的活动总是合理的 D．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的

体现者

125．阶级产生的根源是（ ）

A．原始氏族之间战争和相互掠夺的结果 B．公社内部产品分配不

均的结果

C．出现剩余产品和私有制的结果 D．生产中出现了指挥者

和执行者的结果

126．作为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是指 （ ）

A．人们随意制造的“阶级斗争” B．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阶级斗

争

C．一切形式的阶级斗争 D．只是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127．科学既是知识的理论体系，又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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