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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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3.18

第一章

第二节

框   架

第一章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唯物辩证法】【235】

（一）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个总特征】 （二）事物的变化发展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大规律其一】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一）量变质变规律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3大规律其二&三】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5大基本环节】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内容与形式

（二）本质与现象

（三）原因与结果

（四）必然与偶然

（五）现实与可能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唯物辩证法的五大基本范畴

（一）内容与形式（水-内容；液体-形式）（生产力-内容；生产关系-形式）

内容与形式是从构成要素和表现方式上反映事物的一对基本范畴。
范畴

内容：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

含义 形式：指把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

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一方面，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对形式具有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发生了变

化，其形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
关系

另一方面，形式对内容具有反作用。适合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不适合内容的形式，

对内容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

在我们的认识和实践中，要注重事物的内容，反对忽视内容、夸大形式作用的形式主义；又要积极利用合适

的形式去促进内容的发展，不能忽视形式对内容的能动促进作用。
方法论

（二）本质与现象——你很美-现象；你很坏-本质

区分真象、假象、错觉:

1、真象：正确反映本质的现象。例如天上的月亮。客观的，所有人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都会看到相同的真象。

2、假象：歪曲反映本质的现象。例如水中的月亮。客观的，所有人在相同的时间和地点条件下，都会看到相同的假象。

3、错觉：主观形成的错误的感觉。例如三盆水的故事。主观的，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感觉，错觉只有自己才有。

范畴
本质与现象是揭示事物内在联系和外部表现的一对范畴

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本质的外在表现。（分成真象与假象）

含义 本质：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构成事物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现象：个别的、具体的；多变易逝的；表面的、外显的，可以直接为人的感官所感知。
相互区别

本质：一般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深藏于事物内部，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把握。

本质决定现象，现象表现本质。

关系

相互依存 任何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都从一定的方面表现着本质。

现象有真象和假象之分，假象也是本质的表现，假象与错觉不是一回事。

透过现象看本质
方法论

（三）原因与结果——因为上午没吃饭，所以中午我很饿；因为中午我很饿，所以下午我胃疼

原因与结果是揭示事物引起和被引起关系的一对范畴

范畴

含义 结果：是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

原因：是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

在一个具体的因果联系中，原因就是原因，结果就是结果，原因在前，结果在后，二者不能

混淆和颠倒。=在同一因果关系中，原因与结果的区分是确定的。相互区别

关系

在事物因果联系的长链中，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没有“无果之因” ；任何

结果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没有“无因之果”。
相互依存和

相互转化
一种现象在一种联系中是原因，在另一种联系中则可能是结果，反之亦然。=在不同的因

果关系中，原因与结果的区分是不确定的，可以相互转化

方法论

只有正确把握事物的因果关系，才能通过自觉的努力，消除不利的原因，使因果关系运动朝着有利于人的发

展的方向运行，从而达到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四）必然与偶然——人死是必然的，人的死亡方式是偶然的

（五）现实与可能——我们已经上了1.5 小时的课了-现实；我们还要再上10秒的课-可能

例题：海市蜃楼：客观现象，歪曲的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假象！

注意：判断因果范畴有两个要件——1、时间有先后；2、关系有制约(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判断：1、春去秋来   2、打雷闪电   3、风吹草动   4、摩擦生热（1、2不是因果范畴，3、4是因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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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唯物辩证法】【235】

（一）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个总特征】 （二）事物的变化发展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大规律其一】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一）量变质变规律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3大规律其二&三】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5大基本环节】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内容与形式

（二）本质与现象

（三）原因与结果

（四）必然与偶然

（五）现实与可能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唯物辩证法的五大基本范畴

（一）内容与形式（水-内容；液体-形式）（生产力-内容；生产关系-形式）

（二）本质与现象——你很美-现象；你很坏-本质

（三）原因与结果——因为上午没吃饭，所以中午我很饿；因为中午我很饿，所以下午我胃疼

范畴

含义

关系

方法论

范畴

含义

关系

方法论

（四）必然与偶然——人死是必然的，人的死亡方式是偶然的

（五）现实与可能——我们已经上了1.5 小时的课了-现实；我们还要再上10秒的课-可能

必然与偶然是揭示事物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中的不同趋势的一对范畴

必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确定不移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性。

偶然：是指事物联系与发展中不确定的趋势。

相互转化

相互转化

相互依存

相互区别

事物的发展既包含着必然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的方面

一方面，没有脱离偶然的必然。必然总是伴随着偶然，要通过偶然表现出来，并为自己开辟

道路。=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没有脱离必然的偶然。在似乎是偶然起支配作用的地方，实际上是必然起着决定

性作用，并制约着偶然的作用形式及其变化。=必然决定偶然，并制约着修然的作用形式及变化。

相对某一过程说是必然的东西，对另一过程就可能成为偶然的东西，反之亦然。

在事物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中，包含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相互转化。

必然与偶然可以相互转化。

必须重视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各种偶然因素的作用，善于敏锐地识别和把

握机遇，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标。

区分:

1、可能与不可能：看是否有发生的根据和条件

2、现实的可能与抽象的可能：看发生的根据和条件是否充分

3、好的可能与坏的可能：看发生的事情对人是否有利

现实与可能是揭示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关系的一对范畴

可能：是指包含在事物中、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还没发生的-一般将来时

现实：是指相互联系着的实际存在的事物的综合=已经发生完了的-一般过去时

现实是当下的客观存在，标志着事物的当前状况；

可能是事物潜在的趋势，标志着事物的发展方向。

一方面，现实蕴藏着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不断产生新的可能

另一方面，可能包含着发展成为现实的因素和根据，一旦主客观条件成熟，可能会转化为现

实。发展就是现实与可能相互转化的过程。

一方面立足现实，对可能作出全面的分析和预判；

另一方面着眼长远，防止坏的可能变为现实，同时善于创造条件，促使好的可能获得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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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46】

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认识功能

二、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6大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包含【4大辩证思维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二）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一）辩证思维能力

（二）历史思维能力

（三）系统思维能力

（四）战略思维能力

（五）底线思维能力

（六）创新思维能力

（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二）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认识功能

（一）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本

质

特

征

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由此作出的革命性结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

他们反对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范畴，而主张从历史发展中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并通过对商品、货币、资

本、剩余价值等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必须深刻理解其中贯穿的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

神。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经典著作——《资本论|》——方法：唯物辩证法——得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

形态，不是最终的社会形态。

原著支撑：

①马克思深刻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

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

②马克思不仅强调《资本论》中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还进一步揭示了辩证法的本质。他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的神秘

形式上是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合理形式的辩证法则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恼怒和恐

怖，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即其必然灭亡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

动中即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因此，辩证法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

学经典著作导读》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223页

③恩格斯也指出，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

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

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就唯物辩证法本身来看，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还体现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辩证法既是客观辩证法，又是主观辩

证法，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都是唯物辩证法】

客观辩证法

主观辩证法

关系

二者都是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注意：如果出辨析题“客观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

主观辩证法是唯心辩证法”——说法错误）

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目的和内在要求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

坚持问题导向

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规律和范畴，揭示了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普遍规律，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同时也是我们认识世界

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方法论。按照世界本身的客观辩证本性与辩证运动的法则去认识世界、去辩证思维，这是我们学习唯物辩

证法的目的和内在要求。

矛盾分析法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方法论上的体现，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根本方

法。毛泽东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

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

矛盾分析方法的核心要求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对具体情况、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列宁

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最本

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分析法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就要求我们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认识

和化解矛盾。习近平强调，改革要“扭住关键”，“突出问题导向”，体现了矛盾分析方法在改革和发展问题上的运

用。

坚持问题导向，是新思想的重要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的时代表达和时代升华。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矛盾的集中体现，发现了问题就等于抓住了事物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自始

至终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坚持问题导向就要努力抓住化解矛盾的着力点，找到解决矛盾的

新思路新办法。

坚持问题导向，不仅要增强问题意识，还要善于发现问题、敢于正视问题；不仅要科学分析问题、深入研究问题，还要

勇于触及矛盾、长于化解矛盾，尤其是要善于灵活运用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怎么

做】

是指客观事物或客观存在的辩证法，即客观事物以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形式呈现出的各种物质形态的辩证运动

和发展规律。

是指人类认识和思维运动的辩证法，即以概念作为思维细胞的辩证思维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又称为概念辩证

法）

二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统一

的，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不同的。客观辩证法采取外部必然性形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物质世界本身的联系和发

展。主观辩证法则采取观念的、逻辑的形式，是同人类思维的自觉活动相联系的，是以概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规律，是

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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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46】

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认识功能

二、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6大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包含【4大辩证思维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二）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三）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一）辩证思维能力

（二）历史思维能力

（三）系统思维能力

（四）战略思维能力

（五）底线思维能力

（六）创新思维能力

二、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一）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方法

含义

内容

方法论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要善于运用多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在这种综合运用中体现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

辩证智慧。

辩证思维能力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中的运用，是科学思维能力的根本要求和集中体现，增强思维能力首先要提

高辩证思维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是用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是用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范畴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

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观察事物，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归纳与演绎

分析与综合

抽象与具体

逻辑与历史

相统一

地位

含义

关系

地位

含义

关系

地位

含义

关系

地位

含义

关系

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最常见的推理形式。——最简单

归纳：是从个别事实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是由个别性前提过渡到一般性结

论的推理形式。【从个别推理出一般的过程】——苏格拉底

演绎：是从一般性原则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推理形式。【从一般推导出个别

的过程】——柏拉图

归纳和演绎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互为前提，又相互补充。

一方面，归纳和演绎互为前提。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为归纳提供理论依

据，指明归纳的目的和方向。

另一方面，归纳和演绎相互补充。归纳必须靠演绎来补充和修正。演绎也需

要进一步分析归纳。

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维方法。

分析：是在思维过程中把认识的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方面、要素，以便分

别加以研究的思维方法。通过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构成这一认识对象的基础

的部分、本质的方面；

综合：是在把整体分解为各个因素的基础上，再把各个因素组合成一个整体

的思维活动，但是综合绝不是把各部分、各组成因素机械地拼凑起来或装

配在一起，而是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个本质的方面按其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

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分析与综合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

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

抽象：抽象是通过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区分开必然的、本质的方面

和偶然的、现象的方面，从中抽取出各个必然的、本质的因素，以达到对具

体事物的某一本质方面的认识。

具体：分成感性具体和思维具体（理性具体），

感性具体是人的感觉器官所得到的生动而具体的知觉表象；

理性具体则是在抽象基础上的各种规定性的综合，是对事物内在本质属性的

反映。

抽象是通过分析把整体分解成各个部分，区分开必然的、本质的方面和偶然

的、现象的方面，从中抽取出各个必然的、本质的因素，以达到对具体事物

的某一本质方面的认识。

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在要求。

历史：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客观实在自身的历史，二是指反映客观实在的

认识的历史。

逻辑：是指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运动，以及逻辑范畴之间的次序、关系等。

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是辩证统一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

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

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

一方面，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从最简单

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把经济范

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应该舍弃历史的

偶然因素和干扰条件。

简单地说，就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发现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把握本质、遵循规律、推动工作的能

力。

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对所认识的事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认识

过程。

但是要真正达到对具体事物全面深刻的认识，还必须运用综合的方法，把对

事物各方面的本质的认识联系起来，形成关于事物整体的统一的认识，使抽

象的规定在思维的具体中再现出来。

1、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  2、感性具体——抽象——理性具体

从抽象到思维具体的第二步更加重要。第二步的顺序：抽象是起点，思维具体是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