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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含义【76字】

不同的真理观【369字】

真理的客观性【601字】

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其辩证关系【983字】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根源【231字】

对真理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关系的认识【538字】

谬误的概念【196字】

真理与谬误的辩证关系【554字】

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450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85字】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340字】

真理是标志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范畴，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真理不是客观事物本身，而是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

客观唯心主义真理观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

客观性

一元性

真理的绝对性

真理的相对性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根源于：人类认识世界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矛盾

错误倾向

方法论

由于受到主观和客观的多重限制，人的认识活动往往产生两种不同结果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辩证关系

方法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马克思主义一项基本原则

主观真理标准论

旧唯物主义真理标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在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中，

逻辑证明可以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即绝对性

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相对性

休谟认为真题是“观念和主体感觉相符合”

贝克莱断言“真理存在于观念之中”

康德认为“真理是思维和它的先验形式相一致”

柏拉图认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

黑格尔说“真理是‘绝对理念’的自我显现”

不科学

坚持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

合理吸收了人类关于真理认识的积极成果

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高度上科学的揭示了真理的本质

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

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

真理的内容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

真理中包含着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的客观内容

真理是客观的，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真理问题的唯物论

真理的客观性表明，要想发现真理，拥有真理、发展真理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 

只能尊重真理按照真理办事

真理的客观性决定了真理一元性

真理的一元性是指同一条件下对特定的认识客体的真理性认识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有

多个。

真理的内容是一元的，形式是多样性

主客观统一的确定性和发展的无限性

任何真理都是标志着主观和客观相符合

都包含着不依赖人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内容

都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

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能够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

认识每前进一步，都是对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的接近

真理的相对性是指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事物及其本质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总是

有限度的不完善

从客观世界的整理来看，任何真理都只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一阶段、某一部分的正确认

识

就特定事物而言，任何真理都只是对客观对象一定方面、一定层次、一定程度的正确

认识

相互依存

相互包含

辩证转化

方法论：承认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一切真理

人类的思维按其本性、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标来说，是能够认识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

界的，思维是无限的和绝对的

具体到某一代人和每个人，由于受到客观事物及其本质的显露程度、社会历史的实践

水平、主观的条件以及生命的有限性等各方面的限制，其思维是有限的和相对的

绝对主义又称独断论，片面的夸大了真理的绝对性，否认真理的相对性，认为真理是

永恒不变的

相对主义：夸大了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

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真理，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它正确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规律，因而具有绝对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为不断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对一切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任然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而又具有相对性

真理

谬误是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违背的认识，

是对客观事物及发展规律的歪曲反映

相互对立

在确定的对象和范围内，真理和谬误的对立是绝对的

真理与谬误的对立又是相对的，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

真理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谬误

谬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向真理转化

在批判谬误中发展真理，是谬误向真理转化的另一种形式

真理是具体的

真理又是全面的

真理和谬误的对立统一关系表现，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的发展的

以圣人或权威的意见为标准

以自己的观念、意见为标准

以多数人的意见和感觉为标准

以概念是否清楚明白为标准

以有用或效果为标准

承认真理的客观性的

缺陷：消极的、直观的反映论

真理的本性，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它的本性在于：主客观相符合

检验真理=检验人的主观同客观实际相符合以及符合的程度

从实践的特点看，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直接现实性是客观实在性的表现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物质活动

逻辑证明是指运用已知的正确概念和判断，通过一定的推理，从理论上确定另一个判

断的正确性的方法。

逻辑证明只能证明前提条件和结论的一致性而不是证明它的真理性

真理一定是符合逻辑的，符合逻辑的不一定是真理

实践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无其他标准

但凡经过实践证明了的一切认识都是客观真理。都具有不可推翻的性质

实践能够检验一切认识

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实践具有局限性

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

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还要继续经受实践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