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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初试试题（ A 卷 ） 
科目代码: 619 

科目名称: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满分: 150 分 

注意: ①认真阅读答题纸上的注意事项；②所有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写在本试题纸或草稿纸上均无

效；③本试题纸须随答题纸一起装入试题袋中交回！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 2分，共 20分） 

1.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发展，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      ）

A.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B. 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高度统一 

C. 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 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      ） 

A.  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理论 

B.  一个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全新理论 

C.  用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解答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D.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3.  休谟说：“感觉是人和世界之间的屏障。”这是（      ） 

A.  唯物主义的观点                        B.  辩证法的观点 

C.  可知论的观点                            D.  不可知论的观点 

4.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      ） 

A.  动力与源泉                                B.  形式与状态 

C.  方向与道路                                D.  功能与结构 

5.  把不同事物区分开来的是（      ） 

A.  事物的度                                    B.  事物的属性 

C.  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D.  事物的量 

6.  马克思说：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

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人的活动的整个过程，就是围绕着“观念地存在着”

的目标和蓝图而进行的。这说明了（      ） 

A.  人比动物具有更好的记忆力          B.  观念在劳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C.  意识具有能动性                              D.  人的劳动过程的特殊性 

7.  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话肯定了

（      ） 

A.  直接经验的作用                              B.  间接经验的作用 

C.  感性认识的作用                              D.  实践的作用 

8.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真理和

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

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恩格斯的这段话包含的哲学道理是

（      ） 

A.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B.  思想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 

C.  任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D.  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革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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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商品价值的大小是由（      ） 

A.  商品的供求关系决定的                          B.  商品使用价值的大小决定的 

C.  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      D.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10. 恩格斯指出：“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

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      ） 

A.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B. 社会主义改革可有可无 

C. 社会主义改革促进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 

D.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发展中的质变 

二、名词解释（每题 6分，共 30分） 

1.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2.  相对静止 

3. 两点论 

4. 唯物主义认识论 

5. 相对剩余价值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 

1.  简述辩证否定观的基本内涵。 

2.  为什么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3.  为什么认识是一个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的过程。 

4.  简谈对“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价值的源泉”的理解。

四、论述题（每题 30分，共 60分） 

1、请结合对材料的理解，论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存在与发

展中的决定作用。 

        材料：不同气候的不同需要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种类

的法律。热带民族的怯懦常常使使这些民族成为奴隶，而寒冷气候的民族的勇敢使它们能

够维护自己的自由，这是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后果。 

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民主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

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摘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  根据对材料的理解，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对我们有何启示？ 

材料：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件事物好像都包含由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

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们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

或自己卑劣行为的奴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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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