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试大纲 

第一章 现时代精神的凝炼——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第一节 哲学是一门古老又常新的学问 

  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二、哲学基本问题 

  三、哲学基本派别及其历史形态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技革命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方哲学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第四节 把握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二、树立科学世界观，提高理论思维能力 

  三、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第二章 在茫茫的宇宙中探究—世界的物质性和人的实践活动 

 第一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 

  二、物质与运动 

  三、运动着的物质存在形式 

 第二节 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一、实践是人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活动 

  二、人把握物质世界的实践环节  



 第三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与人的意识活动 

  一、人的意识与物质世界 

  二、人的实践活动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第三章 辩证法魅力的诠释——联系、发展的规律及其范畴 

 第一节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一、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二、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第二节 事物发展的状态和趋势 

  一、质量互变规律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一、矛盾及其属性 

  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四节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及其方法论意义 

  一、主观辩证法与范畴 

  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三、注重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 

  四、在偶然中把握必然 

  五、从可能到现实 

  六、正确把握因果关系 

第四章  对真理的永恒追求 

第一节 认识的结构和本质 

一、认识的结构 

二、认识的本质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及其现代价值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三、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 

第三节  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标准 

一、真理及其客观性 

二、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三、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第四节  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一、归纳和演绎 

二、分析和综合 

三、抽象和具体 

四、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五章  社会历史的科学透视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及其基本问题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二、唯心史观的非科学性 

三、唯物史观的创立及重大意义 

第二节  从自然界向人类社会过渡的辩证法 

一、人和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二、劳动是联结人与自然的中介 

第三节  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一、地理环境及其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二、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 

第四节  交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 

一、交往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第五节  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本质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 

第六章  社会复杂系统的内在剖析 

第一节 社会经济结构与要素 

一、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力 

二、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和类型 

三、阶级和阶层 

第二节  社会政治结构与要素 

一、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结构 

二、国家的起源、本质、类型和职能 

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第三节  社会文化结构与要素 

一、观念上层建筑及其要素 

二、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第四节  文明进步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 

一、文明的内涵及其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 

第七章 探求社会历史演进之谜  

第一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二、正确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 

第二节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二、正确运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的规律 

第三节  社会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社会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四、科技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杠杆 

五、社会改革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四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实现与人的活动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三、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四、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第八章  人类价值追求的新境界 

第一节  人类历史进程及其特点 

一、社会进步是人类历史进程的总趋势 

二、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三、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第二节  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一、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第三节  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自由及其实现 

二、人的发展及其特征 

三、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 

四、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