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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科学实践观的发展

科学实践观的意义

实践基本结构

实践的本质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

实践形式的基本类型

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不同的实践观

科学实践观的创立

中国哲学：践行、实行、行，与知相对应

道德伦理行为

西方哲学

康德：实践是理性先天的道德活动

黑格尔：实践理解为主体自我实现的精神活动

费尔巴哈：把实践和物质性联系起来，日常生活，生物适应环境的活动

马克思：阐明了实践本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

从客体或者是直观形式去理解

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时实践的-神秘-检验真理的标准

马克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德意志意识形态》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中首要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其他一切历史活动得以进行的

前提

列宁：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

毛泽东：主观见之于客观

邓小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题的唯一标准

习近平：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没有止境

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揭示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创立奠定了科学基础

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为唯物史观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

理论基础

为人们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物质活动

客观现实性

自觉能动性

人的实践活动以改造客观事件为目的的客观过程

是实践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实践中介：手段+工具

实践主体：具有一定主体能力、从事现实社会实践活的人

实践主体能力：自然能力+精神能力

三种基本形态：个体、群体、人类

实践客体：实践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实践客体与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完全等同

实践客体分为天然客体，人工客体，自然客体，社会客体，物质性客体，精神性客

体。

包括：实践关系【最根本】、认识关系、价值关系

实践的主客体、认识的主客体，本质上是一致的

认识的主客体关系是认识和被认识的关系，首先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

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

主体客体化：人通过实践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

使其按照主体需要发生结构和功能上的变化

形成了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的对象物

客体主体化：客体从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主体生命机构的因素【主体本质力量

的因素】

物质生产实践

社会政治实践：处理各种政治关系的实践，主要指人们的政治活动

科学文化实践：创造精神文化产品的实践活动

虚拟实践：实践活动的派生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践服务，指导实践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的唯一标准

构成实践活动的诸要素是客观的

发展过程，受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

人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社会历史性

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目的性是能动性的表现

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作为目的在实践着的头脑中以观念的形式存

在

实践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

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

实践中介：各种形式的工具、手段，运用、操作这些工具的程序和方法

人的肢体延长、感官延伸、体能放大

物质性工具系统

语言符号系统

关系：双向运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互为前提、互为媒介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它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劳动资料的需要

同时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

认识的内容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实践的需要推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

实践为认识的发展提供了手段和条件

实践改造了人的主观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