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版本 | 高教社（23版）                            课程归属 | 芝士教育/肖宁老师                            文档类型 | 课堂笔记 202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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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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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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质

意识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在形式上是主观的，是客观内容和主观形式的统一。

内容

意识是特殊的物质——人脑的机能和属性。

人脑是意识产生的器官，而不是源泉。【人脑只是意识产生的载体和器官，但不是意识的源

泉。意识的源泉只能是客观世界。】

意识是人脑这样一种特殊物质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意识是物质的产物，但又不是物质本身。

含义

主要表现

人特有的积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

意识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马克思说，人在“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

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资本论》

意识具有创造性。

意识具有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
列宁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

界。”——《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

意识具有调控人的行为和生理活动的作用。

人的意识不仅采取感觉、知觉、表象等形式，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运

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和选择建构，在思维

中构造一个现实中所没有的观念世界。

人的整个实践过程，就是围绕意识活动所构建的目标和蓝图来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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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律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性的辩证统一

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的前提和条件

自信自立

历史主动精神

规律是事物变化发展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只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才能改造客

观世界，造福于人类）

实践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统一的基础。【xx和oo辩证统一的基础：实践。实践是（认识世

界与改造世界、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基础】

①意识的主语永远只能属于人。②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而不是人脑的分泌物。③意识永远

不可能主观自生出任何东西。④意识是对人脑对客观世界反映之后所形成的主观影响。

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3页

《资本论》第一卷，1872年第二版跋

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都坚持直观的反映论：只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单项决定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坚持能

动的反映论：双向互动的反映论-既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又强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此观点来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

1条的内容）

分为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

自然规律：盲目的、无意识的对人起作用

社会规律：并非盲目的、无意识的起作用，而是有人的能动作用参与在内起作用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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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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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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统一

（四）意识与人工智能——今年重点：因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的2025发展规划的内容

规律

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

性的辩证统一

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

性的前提和条件

自信自立

历史主动精神

从实际出发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

实践是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根本途径。

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自信自立是新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精神气质。

坚持自信自立，突出强调和体现的就是要把尊重客观规律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贯通起来，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定“四个自信”，坚持走自立自强之路。

坚持遵循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要求充分发扬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基于对规律的深刻认识所表现出的一种积极、能动、进取的精神状态。

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意味着：

①要遵循历史客观规律，主动积极作为，以历史主体的主人翁精神自觉促进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

②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在机遇和困难面前怎么做。

③要砥砺前行中把主观力量最大限度地释放，把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出来，赢得历史主动，

赢得美好未来。

含义

本质

意识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人工智能，就是把人的部分智能活动机器化，实质是对人脑组织结构与思维运行机制的模仿，是人类智能的物化。

人工智能是人的意识能动性的一种特殊表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现实化。

人工智能的出现表明，人类意识已经发展到能够把意识活动部分地从人脑中分离出来，物化为机器的物理运动从而延伸

意识器官功能的新阶段。

达不到人类智能的层级，无法真正具有人的意识，不可能取代或超越人类智能。（辨析题的高发知识点）

人类意识是知情意的统一体，而人工智能只是对人类的理性智能的模拟和扩展，不具备情感、信念、

意志等人类意识形式。

【人工智能不能拥有人的情感、信念和意志】只能拥有人的认识能力

社会性是人的意识所固有的本质属性，而人工智能不可能真正具备人类的社会属性。

【人工智能不能拥有社会性——人的本质属性】

人类的自然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意识的现实形式，而人工智能难以完全具备理解自然语言真实意

义的能力。

【人工智能不能创造和完全理解自然语言的真实意义】

人工智能能够获得人类意识中可以化约为数字信号的内容，但人脑中总有许多东西是无法被化约的。

三、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原理

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存在，这种说法是错误

的，这是杜林的折衷主义哲学观，因为存在既可以是物质性的存在也可以是精神性的存在）

杜林认为：世界统一于存在。存在既有物质性存在，也有精神性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

自然界是物质的。

无论是尚未进入人类实践活动范围的天然自然，还是已经被实践打上烙印的人化自然，都具有客观实在性。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生产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物质体系。

人的意识统一于物质。

从意识的起源来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物质世界中的一种特殊存在；

从意识的本质上看，意识是人脑这种特殊的物质器官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从意识的作用上看，意识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为前提。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意识统一于物质。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

第一，有助于我们树立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我们进一步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有助于我们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摒弃一切无视客观世界及其

规律性的思想观念，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在现实生活中和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想问题、办事情的根本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