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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论 
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1．列宁提出的物质概念★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通过人的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

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2．列宁的物质概念的重大意义 
（1）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和二元论。 
（2）高度概括出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从而提出了哲学的物质范畴同自然科学物质结构理

论之间的辩证关系。 
（3）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驳斥了不可知论。这就坚持了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限。 
（4）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 
 
1.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唯一特性是（   ）。 
A.绝对运动性               B.自觉能动性 
C.客观实在性               D.唯物辩证性 
2.恩格斯明确指出：“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这说明

（   ）。 
A.物质范畴是带有普遍性的哲学范畴 
B.物质范畴就是各种具体实物的总和 
C.物质是人的思想产物 
D.物质范畴和各种具体实物是一回事 
 
（二）运动与静止★★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世界上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事物，只有永恒运动着的物质。 
1．物质和运动的关系 
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观点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 
（1）物质是运动的物质。整个物质世界，无一不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之中。物质世界的一切都

在运动变化着，并且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存在，才能表现出自己是什么。世界上没有脱离运动的物质。运

动是物质自身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 
（2）运动是物质的运动。世界上也没有脱离物质的运动。宇宙间发生的一切运动、变化和过程，都

有其物质主体。机械运动的主体是宏观物体，分子是热运动的主体，有机生命体是生命运动的主体，一定

生产方式中的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思维运动的主体则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物质世界中的一切运动都是

物质的运动。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是同样不可想象的。 
（3）运动的基本形式：机械、物理、化学、生物、社会（最高） 
2．静止 
（1）静止的含义 
我们所说的静止，指的是相对静止，是物质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主要是指这样的一些特殊状态：①

相对于一定的参照系，事物的空间位置相对不变。②事物处于量变阶段，保持质的稳定性，呈现出相对静

止的状态。 
（2）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关系 
静止是有条件的、暂时的和相对的，而运动则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统一的，

是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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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运动和静止互相依赖。没有静止，也就没有事物的相对稳定，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事物及其运

动；同样，静止也离不开运动，静止只是事物运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②运动和静止相互渗透。在事物总的运动过程中，包含着某种运动形式的稳定，运动中包含着静止；

事物的相对静止，并不是绝对不动，只是个别运动形式的稳定，而事物仍存在于运动过程中，静止也包含

着运动。 
3．相对静止的意义 
承认相对静止，正确理解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对于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

重要的意义： 
（1）相对静止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2）相对静止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 
（3）相对静止是测量运动的尺度。 
4．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任何物质的运动都是一个过程，时间是表明一事物和另一事物、一运动过程和另一运动过程依次出现

的先后顺序，表明一事物存在或一运动过程进行的持续性的久暂。即：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和顺序性。

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即只能按照一个方向加以量度。我们常说“光阴一去不复回”，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具体事物来说，都有长度、宽度、高度，都有一定的体积和规模，我们把它叫做

空间。即空间指的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伸张性。物质的上下、前后、左右都和其他事物发生距离、

排列顺序或位置的空间联系。空间的特性是三维性，即长、宽、高。 
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无限的，作为物质存在形式的时

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 
 
1．（单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著名诗句所蕴含的哲理是（  ）。 
A．物质运动的客观性和时空的主观性的统一  
B．物质运动的无限性和时空的有限性的统一 
C．物质运动的多样性和静止的单一性的统一 
D．物质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的统一 
2．（单选）《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

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段话表明惠能关于运动的基本观点是（   ）。 
A．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B．运动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C．精神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 
D．精神是运动的主体 
3.“少年安能长少年，海波尚变为桑田”和“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两句诗包含的共同哲

理是（   ）。 
A.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B.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 
C.世界上存在无物质的运动 
D.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4.“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揭示了（   ）。 
A.世界上的事物有的是变化的，有的是不变的 
B.事物的运动是绝对的，“桃花依旧”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 
C.事物处于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之中 
D.变是永恒的，因而人们无法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 
5.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的（   ）。 
A.根本属性             B.观念形式 
C.本质特征             D.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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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律★★ 
1．规律及其特征 
规律就是事物运动过程中自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2．规律的特点 
（1）规律具有客观性。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既不能创造，

也不能消灭。人们只能认识规律，利用规律，遵循规律而不能违背规律。 
（2）规律具有普遍性。普遍性就是规律所反映的同类事物的一般性、共性。因而在同类事物的范围

内，规律是普遍起作用的。同时，规律还是稳定的，具有稳定性。 
（3）规律具有可重复性。既然规律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就必然具有可重复性。这就是说，只要存

在同样的条件，规律就会重复出现并发生作用。 
3．正确认识人和规律的关系 
规律和物质以及物质运动一样，具有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识的客观性，因而又称为客观规律。科学史

和社会史都证明了规律的客观性。既然规律具有客观性，那么任何人就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客观规律。相

反，如果人们违背了客观规律，就必然会受到规律的惩罚。但是，承认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是说人在规律

面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恰恰相反，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能够通过实践，能动地认识和掌握客

观规律，从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 
 
1．（单选）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基本前提是（   ）。 
A．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B．人对自然物属性认识的程度 
C．人改造自然的决心和信心 D．摆脱自然界的束缚 
2．（单选）荀子强调，处理人、社会、自然的关系都必须顺“时”而为，“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

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顺“时”而为体现了（   ）。 
A．实践要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B．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C．实践能否成功取决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D．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3．（单选）有一天，鲁国城郊飞来一只罕见的海鸟。猎人们知道鲁侯喜欢养鸟，就捉住海鸟，献给

他。鲁侯把海鸟当成贵宾，供养在庙堂里，给它准备丰盛的酒席，让它欣赏优美的歌舞。可是海鸟却被吓

得神魂颠倒，不吃不喝，三天后就活活饿死了。这则故事的哲学启示是（   ）。 
A．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前提 
B．在一定的条件下，外因能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 
C．透过现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 
D．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 
4.（单选）为了缓解北方旱情，借助 2 月下旬的冷湿气流，我国北方各省市纷纷采取人工降雨。人工

降雨是利用云层中的水汽，人工创造成雨。这说明（   ）。 
A．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 B．人们可以创造规律利用大自然 
C．人们可以根据意愿改变规律趋利避害 D．人们可以根据自然规律改变条件为人类造福 
5.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

我们。这句话表明（   ）。 
A.人类不能改造和利用自然，否则要遭到报复 
B.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同时，要尊重自然 
C.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协调的 
D.人类和自然界之间是索取和报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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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识的本质 
（一）意识的产生 
1．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物质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决定性的环节： 
（1）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反应特性进化为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 
（2）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进化为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 
（3）动物心理进化为人的意识。 
2．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意识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更是社会的产物。 
（1）社会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意识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2）社会沟通的需要产生了语言。社会劳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的必要，从而促进了语

言的产生。语言的产生，提供了思维的工具，促进了抽象思维的发展，使人脑具备了能动反映客观世界的

能力，大大促进了意识的发展。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与劳动一起，成为意识产生的决定力量。 
意识是物质世界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意识起源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进一步证明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二）意识的本质 
从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 
1．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人脑是意识的物质载体，意识是人脑的特有机能。现代科学对意识活动的生理机制的研究证明：意识

的产生过程不仅与生物电的传递过程一致，而且也与脑化学物质变化的过程相一致。 
2．意识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 
人脑是意识的物质器官，但人脑不会自动产生意识。只有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并通过传导

神经传达到大脑，使人脑对客观事物做出反映，才会产生意识。意识来源于客观存在，其内容是客观的。 
意识的形式则是主观的，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象，但内容是客观的。意识不等同于客观事物，而是客

观事物反映到人脑中的观念形态。一方面，意识是客观事物经过加工之后在大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在

反映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受到反映者个人的心理素质、知识水平、立场、观点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实际

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认识和观念。归根结底，任何思想

和观念，都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 
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物质的机能，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这就是意识的本质。这进一步表明了意识对物

质的依赖性，证实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三）意识的能动性★★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以物质为前提和基础，意识的内容受客观现实限制。但对“物质决定意识”不可机

械地理解，事实上，意识具有非常明显的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表现为，意识具有能动地认识世界、

又通过实践能动地改造世界的能力。意识的能动作用，又称为主观能动性，具有目的性、计划性、创造性。。 
1．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消极的、机械的、被动的反映，而是一个积极能动的过程。人的意识对

事物的反映，是有一定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的。 
2．意识活动具有创造性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

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和选择建构，在思维中构造一个现实中所没有的理想世界。 
3．能动地改造世界 
人的意识在能动地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按照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提出一定目的、计划、办法等，指

导人们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能动地认识世界，是一个从物质到思想的过程，能动地改造世界，是一

个从思想到物质的过程。 
4．意识具有指导、控制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不同的意识，其能动作用具有不同的性质。正确的思想意识，能够指导人们开展正确的实践活动，促

进事物的良性发展；相反，错误的思想、意识会引导人们采取错误的行动，对事物发展产生阻碍甚至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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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1.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说：“心不在焉，则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这段话表明人的

意识具有（   ）。 
A.客观性       B.能动性  
C.对象性       D.任意性 
2.在人类意识的产生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   ）。 
A.人脑的形成                         B.语言的思维的形成 
C.能够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劳动       D.自然界的变化 
3.“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脑并在人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这个命题表明（   ）。 
A.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 
B.人脑是意识的源泉 
C.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D.意识是人脑中特有的东西 
4.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是指（   ）。 
A.意识是沟通客观和主观的桥梁 
B.意识是客观精神和主观感觉的产物 
C.意识的形式是客观的，而内容和源泉是主观的 
D.意识的内容和源泉是客观的，而形式是主观的 
5.中国画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

动。国画的“写意”，能将万千山水收于尺幅，这正是中国画的奇妙之处，国画创作的这种特点表明（   ）。 
（1）意识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    （2）画家的意识直接改造了物质世界 
（3）画家的意识活动具有主观创造性      （4）画家的意识活动可以独立于物质之外 
A.（1）（3）         B.（2）（4） 
C.（1）（2）         D.（3）（4） 
6.现实中虽然没有龙，我国却有龙的形象，龙的概念，这一情形表明（   ）。 
①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能动的创造物质 
②有的意识不是对物质的反映 
③意识通过对现实材料加工，可以创造出新的形象，新的概念 
④能动的反映外部世界是意识的重要特点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7.如果你对周围的任何事物都感到不舒服，那是你的感受造成的，并非事物本身。如果能够对感受进

行调整，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振作起来。这段话蕴涵的哲学原理是（   ）。 
A.事物的存在并非是客观的 
B.理论对实践具有反作用 
C.事物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主观感觉 
D.人的意识活动具有能动性 
8.面对我国能源供应日益紧张的局面，把节能习惯真正当作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新

能源，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把节能习惯当作新能源”观点的提出表明（   ）。 
A.节能习惯是一种新能源 
B.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C.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D.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9.据资料记载，黑猩猩能模仿人的动作，用水龙头取水灭火。可是当它趟过一条小河去灭火时，却不

知道可以用河水灭火。这一事例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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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黑猩猩的意识是其大脑的机能 
B.黑猩猩的意识来源于外部世界 
C.黑猩猩的心理与人的意识有根本区别 
D.意识是人类特有的，黑猩猩没有意识 
10.建造体育馆，要先设计图纸，然后再建造，这说明（   ）。 
A.意识可以创造物质               B.意识决定物质 
C.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           D.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性 
11.习近平指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体现了（   ）。 
A.意识的主观能动性              B.物质决定意识的观点 
C.意识是人类社会的产物          D.意识是第一性的 
 
（四）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 
1．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同时，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

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如果离开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片面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就会导致唯心主义；同样，如果只强调

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否认意识的能动作用，就会导致形而上学机械论。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的实际应用 
（1）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持无神论，反对有神论；想问题办事情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客观看待周围的人和事；正确对

待和估价自己；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 
（2）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的内容： 
①人类认识世界的活动及能力； 
②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及能力； 
③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具有的心态。 
3．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 
①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 
②要不断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包括健康的心态、坚忍不拔的毅力、科学的态度、丰富的知识。 
③人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类是可以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反对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思想和意识。 
（五）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共同本原或本质；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

的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 
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 
（1）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即世界的本原是一个，反对二元论； 
（2）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即世界统一的基础是物质。 
（3）物质世界既是统一的又是多样的，是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统一。 
方法论意义：它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一切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 
 
1．（单选）一些地区和单位，为表现政绩，弄虚作假和浮夸风严重，必须坚决制止。因为它违背了

（   ）这个基本的哲学道理。 
A．规律是客观的 B．矛盾是普遍的 
C．一切从实际出发 D．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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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选）孔子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属于（   ）的做法。 
A．实事求是  B．教条主义 

    C．不可知论                           D．倡导无为 
    3.“克隆”技术的重大突破，可以说明（    ）。 
    A.世界统一于物质 
    B.意识可以反映世界也可以创造世界 
    C.社会的发展由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 
    D.意识的能动性可以突破物质世界的规定 
    4.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   ）。 
    A.存在性                B.物质性 
    C.实践性                D.真理性 
    5.有关专家指出，我国经过阶段性发展到当前阶段，在改革方面中央越来越强调要有前瞻性的规划，

过去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要总体设计，能够从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去着眼。强调要有前瞻性的规划的哲学

依据是（   ）。 
    A.意识都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B.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经历一个过程 
    C.发展总是前进的上升的物质运动 
    D.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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