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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哲学派别关于认识本质的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及其特点

认识的本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人类的认识过程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及其辩证关系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

从认识到实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认识到实践的实现条件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认识本质的不同回答

旧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回答

辩证唯物主义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特点

认识的本质：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认识的反映特性是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定性：以客观事物为原型和摹本

第一次飞跃

第二次飞跃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认识的高级阶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转化条件

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感性因素）

辩证的看待非理性因素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

认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确定实践目的，即为了什么而实践

形成实践理念，即实践的理想蓝图是什么

制定实践方案，即把实践理念具体的计划、措施和手段

进行中间试验，小范围试点

运用科学的实践方法

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

实践和认识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

唯心主义先验论：从思想和感觉到物

旧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都坚持反映论

区别

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以感性直观为基础

消极的被动的反映

旧唯物主义的缺陷
脱离实践

离开了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能动的反映论

继承了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前提：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克服了：脱离实践+离开辩证法

把实践的观点引入认识论

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考察认识的发展过程

认识的能动反映具有创造性
认识是一种在思维中能动的、创造性的活动

而不是主观对客观对象、直接的临摹或照镜子

二者关系：不可分割
创造离不开反映

反映也离不开创造

所以，人的认识是反映性和创造性的统一

认识过程首先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

表现为：在实践基础上认识活动由感性认识能动的飞跃到理性认识

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思维

从实践到认识，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成

要想完整，必须由认识回到实践中去，实现第二次能动的反映

内涵：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

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

形式：感觉知觉表象

感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个别方面的直接反映

视觉、听觉、触觉

认识过程的起始环节

知觉是人的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外部特征的整体反映

表象是感性认识的高级形式

是人脑对过去的感觉和知觉的回忆，是曾经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现象的形象再现

特点：直接性和具体性

特点：间接性和抽象性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和深化为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相互包含

基础：投身实践、深入调查，获取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

经过思考，运用理论思维和科学抽象

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处理

形成了概念和理论的系统

内涵：人的理性直观、理性思维等能力

作用：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具有指导作用、解释作用、预见作用

内涵：认知主体的情感和意志

作用：对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活动具有激活作用、驱动作用、控制作用

重视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

防止非理性因素对人类认识的消极影响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认识的结果任然是观念的存在

怎么把观念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

必须经过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理论正确与否，一飞没有得到证实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通过实践的检验，正确的理论证实、错误的发现

反复性：人们对一个复杂的事物，往往需要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

识到实践如此反复，才能够完成

无限性：对于事物发展过程的推移来说，人们的认识是永无止境，无限发展。它表现

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如此循环往复，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推移的永无止境

的前进

具体的统一：主观认识同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和客观实践相符合

历史的统一：主观认识要同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实践相适应

错误倾向
只坚持反映性——旧唯物主义

只坚持创造性——主观随意，滑向唯心主义不可知论

人民群众中组织和宣传

完成了

没完成

说完成了，是针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而言的

实践中得出来的，思想、理论、计划和方案，毫无改变的实现的情况很少

事物复杂多变

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

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

针对实践和认识的运动过程的向前推移、向前发展而言的

实践一次一次向前，认识也一次一次的深化

运动不会完结，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认识是反复循环+无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