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大学马原试题[含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物质和意识关系是（） 

A.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没有反作用 

B.物质决定意识，物质对意识有能动作用 

C.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也决定物质 

D.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 

【正确答案】B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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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答案】C 

 

3．“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这个命题割裂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对偶然性.必然性及

其关系理解正确的是（） 

A.必然性是由事物内部根本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的确定不移的趋势 

B.偶然性是事物外部用因素和非根本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的不确定的趋势 

C.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D.必然性通过无数偶然事件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得以实现 

【正确答案】ABCD 

 

二、单选题 

4．与理性认识相比较，感性认识的突出特点是 

A.客观性 

B.能动性 

C.抽象性 

D.直接性 

正确答案：D， 

 



5．列宁对物质范畴是从 

A.物质和意识关系的角度界定的 

B.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角度界定的 

C.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角度界定的 

D.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角度界定的 

正确答案：A， 

 

6．16 世纪末，伽利略通过在比萨斜塔所做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

的降落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说法。这件事说明 

A.真理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B.真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C.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D.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正确答案：D， 

 

7．上层建筑的核心是 

A.政党 

B.国家政权 

C.法律 

D.哲学 

正确答案：B， 

 

8．《礼记·中庸》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有备无患.遇事不

慌。这是古人对“底线思维”高度凝练的概括。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底线思维”体

现的是 

A.量变质变规律 

B.对立统一规律 

C.否定之否定规律 

D.物质决定意识 

正确答案：B， 



 

9．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穷尽真理，而只能在实践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说明 

A.真理具有客观性 

B.真理具有绝对性 

C.真理具有相对性 

D.真理具有全面性 

正确答案：C， 

 

10．真理的发展是一个 

A.从主观真理走向客观真理的过程 

B.从局部真理走向全面真理的过程 

C.从具体真理走向抽象真理的过程 

D.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正确答案：D， 

 

11．真理的绝对性是指 

A.真理不需要检验 

B.真理的运用不受条件限制 

C.真理的无条件性 

D.真理不能继续发展 

正确答案：C， 

 

12．资本家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是 

A.单个资本家采用先进技术降低商品个别价值的结果 

B.单个资本家压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工人必要劳动时间的结果 

C.资本家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增加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结果 

D.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正确答案：D， 

 



13．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

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这说明 

A.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曲折的 

B.历史发展规律盲目地起作用 

C.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D.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正确答案：C， 

 

14．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

动历史前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从哲学角度看，这是因为 

A.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B.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C.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对实践具有极大地指导作用 

D.一切工作都以成功经验作为检验的标准 

正确答案：B， 

 

15．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 

A.人身依附关系 

B.占有和被占有的关系 

C.平等互惠的关系 

D.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正确答案：D， 

 

16．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是 

A.可变资本 

B.不变资本 

C.货币资本 

D.商品资本 

正确答案：B， 



 

17．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和私人劳动.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A.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决定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B.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了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 

C.私人劳动决定了抽象劳动 

D.社会劳动决定了具体劳动 

正确答案：B， 

 

18．下列哪种说法体现了“社会实践的需要始终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强大动力”观点 

A.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 

B.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C.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D.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正确答案：B， 

 

19．在认识论上“跟着感觉走”是 

A.唯物主义思想的表现 

B.机械唯物论的观点 

C.不可知思想的表现 

D.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正确答案：D， 

 

20．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

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这说明 

A.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曲折的 

B.历史发展规律盲目地起作用 

C.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D.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正确答案：C，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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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人们认识 

正确答案：C， 

 

22．生产力范畴反映的是 

A.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B.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C.人与劳动产品的关系 

D.人与劳动资料的关系 

正确答案：B， 

 

23．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实现的 

A.联合制 

B.参与制 

C.股份制 

D.价格制 

正确答案：B， 

 

24．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是 

A.消极的过程 

B.完全自发的过程 

C.主观随意的过程 

D.积极能动的过程 

正确答案：D， 

 

25．任何真理都必然包含着同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客观内容，都不能被推翻。这说明真理都

具有 



A.客观性 

B.相对性 

C.绝对性 

D.全面性 

正确答案：A， 

 

26．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的是 

A.人与人的关系 

B.人与自然的关系 

C.生产关系 

D.交换关系 

正确答案：B， 

 

27．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坚持（C） 

A.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B.共产党的领导 

C.无产阶级专政 D.社会主义方向 

 

28．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规律是：（） 

标准答案：A 

A.事物内在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 

B.事物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C.思维对事物本质的概括和反映 

D.用来整理感性材料的所谓形式 

 

29．爱因斯坦指出：“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这说明：（） 

标准答案：C 

A.哲学是一切科学之科学 

B.哲学是各门学科的知识基础 

C.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D.哲学与具体科学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30．南宋诗人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强调的是：（） 

标准答案：A 

A.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B.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 



C.实践和认识同等重要 

D.间接经验无用处 

 

31．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 

标准答案：C 

A.人与自然的关系 

B.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C.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 

D.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32．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 

标准答案：D 

A.人口繁殖过多过快的结果 

B.工业吸收的人口绝对减少的结果 

C.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条件下资本积累的结果 

D.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资本积累的结果 

 

3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能够：（） 

标准答案：D 

A.消灭私人垄断资本 

B.实行计划经济，消灭危机 

C.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D.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某些调整 

 

34．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标准答案：D 

A.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 

B.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 

C.从根本上适应了生产的社会化 

D.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作用的结果 

 

3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ABCDE ） 

A.实事求是的方法 

B.辩证分析的方法 

C.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方法 

D.历史分析的方法 

E.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群众路线的方法 

 

36．“学而不思则罔”是指(A)。 



A.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 

B.理性认识需要上升到感性认识 

C.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D.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37．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在于它揭示了 

A.事物发展的结构和层次 

B.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C.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D.事物发展的道路和方向 

正确答案：C， 

 

38．社会革命的根源是（D） 

A.人口太多 B.少数英雄任务组织的暴动 

C.阶级斗争 D.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激化 

 

39．中国古代哲学家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之说：“言白所以名色，言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而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今合以为物，非也。”这一观点

错误在于割裂了 

A.内因和外因的关系 

B.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C.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 

D.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 

正确答案：D， 

 

40．我们在读书时，读到大象.房子等某一个具体概念时，就会在大脑中立即出现一个感性

的形象与此概念相对应，这表明 

A.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和推理的工具 

B.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 

C.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 

D.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转化 

正确答案：C， 



 

41．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写到：“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

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这说明 

A.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曲折的 

B.历史发展规律盲目地起作用 

C.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D.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正确答案：C， 

 

42．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是由于 

A.它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 

B.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C.它具有相对性 

D.它具有历史继承性 

正确答案：A， 

 

43．“学而不思则罔”是指 

A.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B.感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 

C.理性认识需要上升到感性认识 

D.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 

正确答案：D， 

 

44．16 世纪末，伽利略通过在比萨斜塔所做的自由落体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

的降落速度与物体的重量成正比的说法。这件事说明 

A.真理是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B.真理是由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 

C.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D.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正确答案：D， 



 

45．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

应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一观点认为 

A.哲学不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B.哲学革命不是政治变革的前导 

C.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D.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更才是真正的革命 

正确答案：C， 

 

46．“世外桃源该多好，无奈风波添烦恼。只缘矛盾来捉弄，它是庸人爱自扰。”此诗错

在 

A.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 

B.幻想没有矛盾，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 

C.否认了矛盾双方转化条件 

D.只看到了处处有矛盾，忽视了矛盾时时有 

正确答案：B， 

 

47．科学家洛伦兹说:“可预言：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这

种“蝴蝶效应”的说法 

A.说明了一种事物.现象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和另一事物现象发生联系 

B.片面夸大了联系的普遍性 

C.否认了联系的多样性 

D.把联系理解为主观随意的,否认了联系的客观性 

正确答案：A， 

 

48．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是 

A.认识中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B.认识中“源”和“流”的关系 

C.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 

D.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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