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大纲

一、基本要求
本课程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以阐释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方法论为重点，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

理论、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本课程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唯物

辩证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一样具有的不可抗拒性和

客观必然性。要求学生结合十九大精神深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认识新时代，

唯物辩证地处理人与物质世界、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现实与未来等关系，坚定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奋斗。

二、选用教材
张雷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属于张耀灿总

主编的世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请同学们对照教材章节进行复习，并善于对教

材进行总结并运用。

三、大纲内容
导论

1.基本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

创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2.基本要求：

识记：马克思主义（狭义、广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和时代性、科学性

理解：不同角度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联系实际；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

要发展。

第一章 物质世界的发展

1.基本内容：

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

2.基本要求：物质第一性，物质运动观，矛盾规律

应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对我们的根本要求及重要意义；普遍联系观点的实际指导

意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意义；质量互变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的重要指导意义；辩证的否定观对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章 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协调发展的重要意义，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矛盾及其历史演变。

第三章 人与社会的关系

社会有机体,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社会经济结构中多种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文化软实

力，几种文明的辩证关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传统文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社会的文

化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功能。

第四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1.基本内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征；实践和认识的相互关系；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

规律；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2.基本要求：

识记：主体、客体、先验论、经验论、唯理论、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价值评价、价

值观。

应用：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的原理的实际意义；科学理论对实践的重要指导作用原

理的现实意义；认识发展的总过程（规律）原理的重要意义；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

系原理的重要意义；从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的角度，说明怎样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

功的实践一定是两个原则的统一。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发展

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技术，社会革命，改革，技术决定论，社会形态的类型与发展，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当代第一生产力？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改革对社会发

展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认识当前我国的改革？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创造者的区别。为什么

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无产阶级政党的群

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什么？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表现。

第六章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实质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

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及在当代的发展；如何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实质？剩余价值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意义。

第七章 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

经济规律及其类型，资本积累，产业资本，资本循环与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从资本

主义积累过程来认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趋势；具体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及其本质的实证分析。

第八章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变化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资本输出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实质，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

理解：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和特点；垄断资本主义的实

质；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动因及后果；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表现、原因；资本主义的历史

地位和发展趋势。

第九章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实质

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现阶段的分配制度的利弊，判断

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

第十章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

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如何加强党和改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的

关系。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曲折性？

第十一章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世界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趋势，它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有哪些?如何应对？

第十二章 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

1.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实现

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2.基本要求：

识记：共产主义、人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两个必然”、“两个决不会”。
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未来社会的科学立场和方法；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含义；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实行共产主义是一

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关系；实现共产主义不能超越社会主

义发展阶段。

应用：分析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实现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社会是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社会；共

产主义的实现是客观必然与主观追求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走向共产主

义的必由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