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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科书，其宗旨在于帮助大学生学习、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学习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一个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相统一的理论体
系。
这本教材强调了实践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不理解实践的观点就不能理解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和革命变革；同时又强调了在实践观上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因为脱离
了辩证唯物主义就无法划清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唯心主义实践观、实用主义以及狭隘经验主义的界限
。
所以，在准确地阐述实践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掌握其精神实质是贯穿这本教材的指导原则。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和教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教学体系重在阐述这门学科的基本观点，它既要依据学科的科学体系，又要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
理学的规律。
这本教材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为依据，又充分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实践的要求，力
图提供一种符合认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而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
这本教材是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修订本，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作了较大的调整
、修改，并力图有所提高。
修订的主要依据是教育部2003年新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两课”教学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哲
学原理》，同时也考虑到《200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理论考试大纲》的要求，力图使二者
结合起来。
在修订中，我们还充分考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以及专家、学者对原教材提出的宝贵意见，尽可
能使这本教材贴近教师，贴近学生，适应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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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宗旨在于帮助大
学生学习、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确立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在准确地阐述实践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上，简明扼要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基本观点，掌握其精神实质是贯穿这本教材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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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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三、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变
革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六、学习哲学，终生受益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统一
性  一、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二、时间与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三、人类社会产生的
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  四、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五、意识是物质世界在人脑中
的主观映象  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第三章  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  一、实践是人所特
有的对象化活动  二、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三、限定中的超越：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  四、
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基本环节  五、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第四章  联系和
发展的基本环节  一、世界处在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之中  二、内容与形式：事物的构成要素与表现方
式  三、本质与现象：事物的根本性质与外在表现  四、原因与结果：事物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  五
、必然与偶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确定趋势与非确定趋势  六、现实与可能：事物现存状况与未来发
展的关系第五章  联系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规律是本质的、必然的和稳定的联系  二、对立统一规律
是辩证法的实质  三、矛盾是对立面的统一  四、矛盾同一性与斗争性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
力  五、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关系  六、量变与质变：事物发展的基本状态  七、否定之否定：事
物自我发展的过程第六章  认识的本质和过程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二、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
体的能动反映  三、认识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  四、非理性因素在认识
过程中的作用  五、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第七章  价值的本质和特征  
一、价值：主体与客体的意义关系  二、价值的客观前提与主体性特征  三、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  
四、价值评价：认识的特殊形式  五、价值观：价值关系应然状态的展示与期盼  六、真理原则与价值
原则：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原则第八章  社会的本质和结构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二、社会
是不断自我更新的有机体  三、生产力标志着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关系  四、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
关系的总和  五、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核心  六、社会的文化结构及其功能第九章  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
创造者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  三、阶级斗
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科学技术革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  六、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十章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一、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二、人的本质与人性  三、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五、时间：人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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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具体科学都是以自然或社会领域中的某一方面为对象，它所研究的问题是具体的，限于特定的
领域，而哲学以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为对象，它所研究的问题具有普遍性。
如果我们问下雨的原因是什么，这属于气象学问题，可如果我们问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是什么，这属于
哲学问题；飞机为什么会飞，这属于空气动力学问题，可飞机会飞之理是存在于飞机之外，还是存在
于飞机制造之中，这属于哲学问题；人为什么有生有死，这属于医学问题，可人如何对待生与死，以
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这属于哲学问题，如此等等。
由于哲学是世界观，所以，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的提问方式和问题本身就具有抽象性
和普遍性。
其次，具体科学也具有理论性，但具体科学不研究作为研究主体的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只研究对象自
身的规律。
撇开认识主体单纯研究对象自身——这是具体科学的特点。
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主体与客体的
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等等。
换言之，作为世界观，哲学不仅要探求世界的客观本性和普遍规律，而且必须探求人自身以及人同世
界的关系，探讨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可能性、途径和普遍方法。
这就是说，实证科学的总和仍然是对世界的实证知识的叠加，哲学则是以人与世界关系为中心而展开
的对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再次，具体科学表现为关于某一领域的某种具体知识，哲学则是对包括社会和人在内的世界的宏观把
握，表现为一种哲学智慧。
哲学这个词源自希腊语“philosophia”，本意是“爱智慧”。
实际上，哲学不仅是“爱智慧”，它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它对世界、社会和人生的规律性把握，为人们提供了如何面对世界和自我、如何提高思维水平和自身
素质的高超智慧。
这样理解哲学，就内在地包含着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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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3版)》：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重点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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