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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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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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

初步概括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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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这里恩格斯所强调的是：世界的本原是抽象的物质，而不是某种具体的物体

例子：人与肖宁之间的关系=抽象的物质与具体的物体之间的关系

科学规定

总       结

关       系

理论意义

明确指出哲学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

关于具体的物质形态和物质结构的

概念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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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二卷

列宁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上来把握物质的。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并能为人类的意识

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客观性、可知性】——《列宁选集》第二卷

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唯一特性。这种客观实在性，是从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中抽象出的共同特性。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概念是与实践的观点内在统一的：

实践出现之后，物质世界才二重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二重化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实践出现之后，物质概念才突破了自然界的范围，进入到了人类社会领域，开辟了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

从人类社会的避难所中彻底驱逐

列宁指出，“对象、物、物体是在我们之外、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着的，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

像。这个结论是由一切人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

人类的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而实践活动本质上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

在人类历史领域：哲学的基本问题变成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社绘存在:社会生活的物质

方面，包括物质生产方式、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物质概念上的重大变革是通过实践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存在，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将物质概

念局限在自然领域的缺陷，把唯心主义从社会历史领域的庇护所中彻底驱除出去。

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

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批判了不可知论；

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直观的、消极的、被动的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能动的、积极的、主动的

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缺陷；

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及其理论意义=物质+意义——给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范畴下定义是恩格斯和列宁，马克思从未

给物质下过定义

类比说明：

哲学的物质

VS

自然科学的物

体

共性 个性

一般 个别

矛盾普遍性 矛盾特殊性

抽象 具体

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何者为第一性；

有无同一性

哲学的最高问题：何者为第一性

只有从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角度来把握物质概念，才是有意义的，超出这个范围，则没有太大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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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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静止（运动观）、时间&空间（时空观）】

1、马克思主义运动观

运动

2、马克思主义时空观

时空

静止

运动和物质

的关系

静止和运动

的关系

含义

地位

特性

含义

状态
事物的根本性质暂时不变。

特性

超纲

考点
静止是物质运动的衡量尺度。要用静止来衡量运动，而不能用运动来衡量静止。

静止是过去运动的结果和未来运动的出发点。

空间的相对位置暂时不变。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是物质运动在一定条件下的稳定状态。

相对性、暂时性、有条件性

从运动角度看：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脱离运动谈物质会导致形而上学。

从物质角度看：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是运动的实在基础和承担者，   脱离物质谈运动会导致唯心主义。

联系

割裂

联系

形而上学不变论：片面夸大静止，否认运动。

相对主义诡辩论：片面夸大运动，否认静止。

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动中有静，静中有动”。

时空与物质

运动的关系

方法论意义

含义
空间：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伸张性，特点是三维性。

特性

有限性【具体物质形态的时空】

无限性【整个物质世界的时空】

绝对性【客观实在性】

相对性【具体特性】

客观性

时间：物质运动的持续性、顺序性，特点是一维性。时间是线性的，一去不复返，所以要珍惜时间。

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基本存在形式

物质运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没有离开物质运动的“纯粹”时间和空间，也没有离开时

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

物质、运动、时间、空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

件为转移。

物质的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

无条件的绝对运动和有条件的相对静止构成了对立统一关系。

时空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时空≠时空观念→时空是客观的，时空观念是主观的

（三）物质世界的二重化

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着的

一方面，世界分化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

另一方面，世界分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分化的关键，也是它们相统一的关键。

物质的存在方式是运动

运动的存在方式是时空

标志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变化及其过程的哲学范畴。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绝对性、永恒性、无条件性

正确的观点是：既要承认绝对运动，也要承认相对静止

例题：

1、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到同一条河流”——正确——人第一次踏入河流，下定义为a河

（强调了相对静止），人第二次踏入河流，不再是a河（强调了绝对运动）——既承认相对静止，也承

认绝对运动，所以正确

2、克拉底鲁说：“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到同一条河流”——错误——人踏入河流后，水一直在变化，无

法下定义，所以永远不能踏入到同一条河流（夸大了绝对运动，否定了相对静止）——陷入到了相对主

义诡辩论的错误

时空既具有有限性，也具有无限性

时空既具有绝对性，也具有相对性



一方面，

世界分化

为自然界

与人类社

会。

另一方

面，世界

分化为客

观世界和

主观世

界。

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史上的一个巨大飞跃。飞跃的关键在于人类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人类社会是最高级的物质存在形态。自然界自发，人类社会打着人的意识的印记，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关系：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是截然分开的，交叉重叠。自然界有“人化自然”，社会中有自然物质和自然力的运用。

客观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思想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世界

主观世界是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

关系：主观世界从客观世界中分化出来，具有相对独立性。主观世界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世界，不能完

全脱离客观世界，而是从属于客观世界。

从根本上说，主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反作用于客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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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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物质世界的二重化

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着的。人类出现，特别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世界二重化。

人的实践活动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分化的关键，也是它们相统一的关键。

（一）物质决定意识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二）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

实践活动不但形成了人类社会，而且还创造了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意识，使世界二重化为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

1、意识的起源

2、意识的本质

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人们的劳动和交往中形成的语言促进了意识的发展。

语言促进意识。语言被形容成意识的物质外壳。

意识作为一种反映形式，它的形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由一切物质都具

有的反应特性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再到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最终

发展为人类的意识。

社会实践，特别是劳动，在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劳动决定意识

感觉和心理：低端的直观反映——有什么就直接反映什么，没有任何加工

——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反映能力。

人类的意识：高端的能动反映——带目的、带计划、带创造性的反映——

是人独有的反映能力。

（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四）意识与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