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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著分析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列宁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

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列宁全集》第 55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请分析这段话所揭示的哲学原理。 

2.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请分析说明这句话的哲学意涵。 

二、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50 分） 

1.社会的物质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如何理解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 

3.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4.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5.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有哪些表现？ 

三、材料分析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 材料 1：韩非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材料 2：《坛经》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

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材料 3：列宁指出，只有对立统一的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

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

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请回答：（1）材料 1 与材料 2 观点的异同。 

       （2）材料 2 与材料 3 观点的主要分歧并加以说明。 

2. 材料 1：马克思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

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

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

的最强大的杠杆。 

  材料 2：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作用时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

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

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

上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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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3：爱因斯坦认为，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

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 

请回答：（1）对材料 1 的观点加以评析。 

       （2）对材料 2 的观点加以评析。 

       （3）结合材料 1 和材料 2 ，分析并说明材料 3 的观点。 

四、论述题：（每小题 20 分，共 40 分） 

1.如何理解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