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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探索世界的本质

2.1  世界的物质性









自然界的物质性

即自然界是物质的，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的.

     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按照自身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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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部分。

   反对“上帝创世说”和“神创论”。

要求：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让我们看看周围的世界：
       在自然界中，既有姿态万千的山川湖海，
荒漠、高原，也有许多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却
又真实地存在着的事物和现象，如磁场、超声
波、紫外线等；
      在人类社会中，有我们经常看到的公路、
桥梁、铁路、火车、汽车等等，也有阶级，社
会制度、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等看不到却又实
实在在存在的事物。从哲学的角度看，上述事
物有什么共性呢？

自然界：山川、河流、
树木、原子、磁场、紫
外线、超声波……

客观实在性共性：人类社会：公路、桥梁、
铁路及各种各样的交通
工具；阶级、政党、国
家、国际关系、人际关
系、……

万事万物共同
的属性



物质：是指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
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可知性 唯一特性
本质特征
共同属性

与唯心主义划清了
界限 

一、物质的概念     物质有客观实在
性，无论人们是否
感受到，它都是客
观存在的，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

     物质有可知性能被
人们所认识

与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客观性

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客观实在
（它不包
括精神、
意识现象）

客观存在（它
包括精神、意
识现象）

客观实在客观存在 =？

“客观实在”是一种“客观存在”。

“客观存在”不一定是“客观实在” 。 



动物 共性的
一般的
抽象的

他们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式

客观实在性是
从万事万物中
抽象和概括出

来的共同属性。

他们是具体的、个别的、特殊的

物质≠物质的具体形态（关系）

注意：

哲学上的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

物质的具体形态可以被改造的，有生有灭。　　

共性     个性 物质≠万事万物的总和

物质

他们是动物的具体表现形式



 比 较     物  质   物质具体形态

  

  区

  

  别

  联

  系

除了共性（客观实
在性）之外，还具
有自己的个别特性。

共性：唯一特
性（客观实在
性）

物质是对物质的具体形态概括和抽象
物质的具体形态是物质的具体表现。

既不能创造，
也不能消灭。

可以被改造，
有生有灭。

两者是共性与个性、一般和个别、
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但不是多数和
少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下列属于物质范畴的是（                           ）

A、日月星晨
B、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C、学习计划
D、生产力、生产关系
E、电、磁场
F、动植物    

G、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ADEFG 

点拨：判断物质的依据不在于

它是否有形，只要它具有“客

观实在性”就属于物质范畴



你知道人类是如何进化而来的吗？

1、从人类社会的产生看：

     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人类的进化史：

现代人古猿 猿人 新人

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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