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期中复习

 哲学概论

 辩证唯物主义

 三个关系

 生活实践

 世界观

 具体科学

 产生

 提炼概括

 指导和被指导

 基本问题

 思维存在的关系问题

 两个对子
 唯物唯心

 可知论、不可知论

 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哲

 产生前提

 直接

 时代
 自然科学  细胞学说、能量守恒、进化论

 社会科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

 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论

 地位

 科学的人民的理论

 实践观点——核心观点

 实践基础上科学性、革命性统一

 正确揭示本质、规律

 改变世界、解放人类的科学，无产阶级科学的世
 界观方法论

 唯物论

 世界的物质性

 运动的规律性

 自然界物质性 物质：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被人的意识能动反
 映的客观实在，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人类社会物质性 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生理结构-手脚分工-大脑-语言意识-社会关系

 物质的：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产方式

 意识
 生理基础：大脑

 人脑机能、对物质世界的反映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
 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发展变化的

 运动 物质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规律 运动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发挥主观能动性

 能动认识

 能动改造

 目的性、自觉选择性、能动创造性

 观念-实践-现实

 前提条件 尊重客观规律

 认识把握规律基础上能动改造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辩证法

 联系

 发展

 矛盾

 定义 事物之间、内部的依赖影响制约作用

 特点

 客观

 多种多样 一切以时地人为转移，善于分析把握事物存在发
 展各种条件

 普遍

 整体部分

 整体

 部分

 主导统率

 被支配服从

 整体性有序性内部结构优化倾向

 全局、系统优化；综合思维；重视部分

 永恒变化发展 实质：事物前进和上升

 发展状态
 质变量变

 辩证否定 实质：扬弃（联系发展）

 七条

 认识论

 认识

 实践

 定义 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阶段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定义 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真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检验真理的唯
 一标准

 特点

 直接现实性

 客观物质性 主体对象手段

 主观能动性 关系-新的生产资料、社会结构和关系

 社会历史性 内容形式规模水平，历史条件

 客观

 具体有条件

 主客观相符合，客观事物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主观客观理论实践具体历史的统一

 过程

 反复性

 无限性

 上升性

 主体

 客体

 立场观点方法知识实践生理思维

 复杂变化

 生产、社会、科学

 对象无限、主体无限、社会实践（认识基础）亦
 无限

 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发现检验发展
 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