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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
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我司组织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
（专科）“两课”教学基本要求》，编写了，这本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示范教材。
本教材认真反映前些年的教学实践经验，借鉴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科本）由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主编为汪华
岳（滨州师范专科学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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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基本问题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
论体系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基本特征一、马克思主
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三、实践性、创新性、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精髓一、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品质二、与时俱进的本质内涵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时代精神之精华一、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现时代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第五节 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生受益一、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二、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二章 世界
的物质性和入的实践活动第一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式一、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二、运动是物
质的存在方式三、物质运动的时空存在方式第二节 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一、实践是人改造客观世
界的物质活动二、实践的功能三、人在物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节 意识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一、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二、意识的本质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三、意识的能动作用
第三章 事物的联系、发展及其规律第一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一、联系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二、联系的多
样性三、规律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第二节 事物的永恒发展一、发展的实质——新
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二、发展的进程——由量变到质变和由质变到量变三、发展的道路——前
进性和曲折性相统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三、矛盾论与系统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补充四、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第
四章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第一节 认识的本质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二
、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三、实践和认识的。
辩证关系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三、人类认识运动
的总规律四、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第三节 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标准一、真理的客观性二、真理的辩
证性质三、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四、真理和价值的关系第五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第
一节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和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二、历史唯心主义的
主要缺陷及其根源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第二节 人类社会的产生及其存在和发展的物
质基础一、人类社会赖以产生的自然前提和现实基础二、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第三节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二、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辩证特
征三、社会历史发展本质上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第六章 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第一节 社会经济结构一
、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与自然界矛盾的实际能力二、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客观物质关系
三、阶级是特定经济结构中的人群共同体第二节 社会政治结构一、社会政治上层建筑构成社会的政治
结构二、国家政权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第三节 社会文化结构一、社会思想上层建筑构成社会文化结
构的主体部分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第七章 社会发展基本规律与历史主体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
盾运动及其规律第二节 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阶级斗
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三、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
决定力量第三节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二、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
用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八章 社会进步与入的全面发展第一节 人类文明的进步
一、文明概念的涵义、种类及意义二、三个文明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三、三个文明发展
状况是衡量社会进步状况的基本标志第二节 人性、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一、人性与人的本质二、人的
价值及其实现第三节 人的全面发展和共产主义理想一、自由与必然二、人的全面发展三、共产主义理
想和实践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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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　　在人类哲学思想长达数千年的发展史上，提出并
探索过许多涉及整个世界的大问题，其中贯穿始终的便是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早在远古时代，这个问题就以某种模糊的方式提了出来，自近代以来则以更加明确、尖锐的形式出现
，在哲学发展中起着更加重大的作用。
　　哲学基本问题包含两个方面内容。
一是世界的本质究竟是精神还是物质，是精神决定物质还是物质决定精神，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就是
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世界的本质、本原，是哲学基本问题
的最重要方面，哲学史上称之为本体论问题。
按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全部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根本对立的派别：凡主张世界
的本质是物质，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的，都属于唯物主义派别；凡断言精神
是世界的本质，坚持精神第_性、物质第二性，精神决定物质的，则属于唯心主义派别。
二是人的思维有没有能力认识客观世界，或者说世界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就
是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哲学史上称之为认识论问题。
绝大多数哲学家肯定思维与存在之间有同一性，属于可知论；只有少数哲学家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
性，属于不可知论。
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紧密联系，但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本体论问题是首要的，是全部哲
学的最高问题，是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前提，而本体论问题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
不同时代由于人类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上述两方面研究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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