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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哲】【第1-3章】

马哲 框架

第一章

框   架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第一章

第一节

框   架

第一节 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展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辩证唯物论】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辩证思维能力】

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唯物史观

辩证法（唯物辩证法）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三、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哲学的物质范畴【哲学内涵、哲学基本问题、物质范畴】

（二）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静止（运动观）、时间&空间（时空观）】

（三）物质世界的二重化

（一）物质决定意识

（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四）意识与人工智能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及意义

第一章 第一节  世界的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第三章】 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章 第一节】

【第一章 第二、三节】

【第二章】

辩证唯物主义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哲学的含义

含义

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现象的分类

人类活动的分类

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哲学基本问题

定义

提出

内容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又称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

恩格斯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

题。”——《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第一性问题：何者为本原

回答本体论问题

唯物主义

【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思维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唯心主义

【意识/思维第一性，物质/存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

同一性问题：有无同一性

回答认识论问题

可知论

【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人能够认识或彻底认识世界】

不可知论

【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存在，人不能认识或不能彻底认识世界】

哲学philosophy，爱智慧，对智慧的追求。

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看：

主体与客体：主体-我；客体-我之外的客观世界

主观与客观：都与我相关：主观-我观我；客观-我观客观世界。

（一）哲学的物质范畴【哲学内涵、哲学基本问题、物质范畴】

1、哲学基本派别

两种世界观

两种认识论

两种方法论

两种历史观

2、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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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框   架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三、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哲学的物质范畴【哲学内涵、哲学基本问题、物质范畴】

（二）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静止（运动观）、时间&空间（时空观）】

（三）物质世界的二重化

（一）物质决定意识

（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四）意识与人工智能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及意义

第一章 第一节  世界的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一）哲学的物质范畴【哲学内涵、哲学基本问题、物质范畴】

1、哲学基本派别

两种世界观

两种认识论

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内容的不同回答：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

定义 主张唯有物质才是世界的本原的世界观。

唯心主义

定义 主张唯有精神才是万物本原的世界观。

观点

分类

观点

分类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气    【具体物质形态】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又叫机械唯物主义）【原子论】

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是万事万物的共性——客观实在性

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精神，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物质是意识

的产物。

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的主观感觉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我的心、感觉、思维

例如：心外无物、存在即是被感知、“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客观精神（心灵）或精神原则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客观的精神

例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

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方面内容的不同回答：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可知论

主张世界可以被认识的哲学理论。

可知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人能够认识/彻底认识世界

唯心主义可知论【黑格尔】

唯物主义可知论【马克思】

不可知论

主张现实世界不可认识或不可能彻底认识的哲学理论。  

不可知论：思维与存在不具有同一性，思维不能够正确认识存在，人不能够/不能彻

底认识世界。

康德：不可知论。康德认为在认识领域，世界可以分为现象界+物自体

两种方法论

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存在状态的回答：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分为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

辩证法
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世界，认为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

形而上学
坚持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否认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和作用。

两种历史观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历史唯心主义=唯心史观
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物质，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是物质

的产物。

强调世界的本原是由某一种或几种物体所构成的。

主要存在于古希腊罗马哲学时期：【伊奥尼亚学派】

泰勒斯：世界的本原是水

阿那克西曼德：世界的本原是无定形/无限

阿那克西美尼：世界的本原是气

赫拉克利特：世界的本原是火

缺陷：缺乏科学依据，不可仔细推敲

德谟克利特：原子论

强调世界的本原：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原子——自然界 0K，但是

解决不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唯物问题

缺陷：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自然界唯物+人类历史唯心

德国谢林首先明确提出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

判断
理在气先

气在理先

客观唯心主义

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强调世界的本原是抽象的物质，而不是具体的物体。

注意：一切旧唯物主义=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一切旧唯物主义也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也

是唯心史观

判断
人可以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

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只有尚未认识之物。

强调可知论

休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可以被怀疑，只有怀疑本身不可被怀疑。——西方哲学史考点，只用来举例子。

为了说明在哲学科目中，不是所有极端词汇都是错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