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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活之树常青，把知识与生活糅合在一起，使思想政治课充满活力，富有色彩，增强吸引力，是
我们思想政治课老师的共同追求。
本书遵循《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建构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及强调课程实施的
实践性和开放性等课程理念的要求，坚持贴近生活、贴近学生、贴近社会的“三贴近”原则，以发现
、提出、分析和解决“有意义的问题”为主线设计了六个板块；力求从学生现有知识经验出发，给学
生呈现一个真实的世界，用富有意义的案例来呈现问题，提供问题发生的情境和分析问题的思路，以
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努力体现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引导学生提出有意义的问
题，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使学生学会对学习的内容和过程进行反思和调
控。
　　本书以教材单元课节为序，紧紧把握每课时的主干知识和能力的生长点，努力实现学生课前预习
、课堂学习和课后巩固的良性互动。
每课时内容包括：　　学习目标：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明确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
增强教师教学的针对性。
　　问题磁场：此部分是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选取鲜活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为载体，把主
干知识与社会生活糅合在一起，创设问题情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教材导学：此部分的主旨是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自学能力。
通过阅读教材，明晰教材的主干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有利于教师全面地把握学情，以“有意义的问
题”为中心，实现教与学的有效互动。
　　典例示范：紧扣每节的重、难点精选经典例题。
通过深入剖析，总结方法与规律，力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课堂巩固：此部分结合重要知识点配置基础类习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巩固所学规律与
方法。
　　课后提升：此部分精选有助于知识拓展深化和能力提升的题目。
学生在学以致用中，实现知识的活化。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循序渐进的规律，除了每节的六大板块之外，本书还附有单元检测、模块
综合检测等栏目。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难免会有疏漏，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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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学案导学与测评：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以教材单元课节为序，紧紧把握
每课时的主干知识和能力的生长点，努力实现学生课前预习、课堂学习和课后巩固的良性互动。
每课时内容包括：　　学习目标：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明确教学目标，提高学生学习的目的性，
增强教师教学的针对性。
　　问题磁场：此部分是针对教学的重点、难点和疑点，选取鲜活的有意义的社会现象为载体，把主
干知识与社会生活糅合在一起，创设问题情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教材导学：此部分的主旨是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自学能力。
通过阅读教材，明晰教材的主干知识，学会发现问题；有利于教师全面地把握学情，以“有意义的问
题”为中心，实现教与学的有效互动。
　　典例示范：紧扣每节的重、难点精选经典例题。
通过深入剖析，总结方法与规律，力求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课堂巩固：此部分结合重要知识点配置基础类习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所学知识，巩固所学规律与
方法。
　　课后提升：此部分精选有助于知识拓展深化和能力提升的题目。
学生在学以致用中，实现知识的活化。
　　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循序渐进的规律，除了每节的六大板块之外，《新课程学案导学与测评：
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还附有单元检测、模块综合检测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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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单元 生活智慧与时代精神第一课 美好生活的向导第1课时 生活处处有哲学第2课时 关于世界观的
学说第二课 百舸争流的思想第1课时 哲学的基本问题第2课时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三课 时代精神的
精华第1课时 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第2课时 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单元检测第二单元
探究世界与追求真理第四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第1课时 世界的物质性第2课时 认识运动把握规律第五课 
把握思维的奥秘第1课时 意识的本质第2课时 意识的作用第六课 求索真理的历程第1课时 人的认识从何
而来第2课时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单元检测第三单元 思想方法与创新意识第七课 唯物辩证法的联
系观第1课时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第2课时 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第八课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第1课时 世界
是永恒发展的第2课时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第九课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第1课时 矛盾是事物发展
的源泉和动力第2课时 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第十课 创新意识与社会进步第1课时 树立创新意识是
唯物辩证法的要求第2课时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单元检测第四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第十一课 寻
觅社会的真谛第1课时 社会发展的规律第2课时 社会历史的主体第十二课 实现人生价值第1课时 价值与
价值观第2课时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第3课时 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单元检测模块综合检测一（活页）模块
综合检测二（活页）参考答案（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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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为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离不开人们对上述问题的理性思
考。
这主要说明（　　）　　A．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　　B．认识世界、办好事情需要智慧、需要哲学　
　C．源于生活的哲学都是科学的　　D．对世界的思考是正确改造世界的根本保证　　3．人们在经
过了一系列思考后理性地选择了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使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这主要体现了（　　）　　A．人们改造世界的水平取决于主观认识　　B．思维方法在认识和改造世
界中起决定作用　　C．真正的哲学能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D．没有哲学智慧，
就没有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　　《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强调要繁荣发
展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
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据此回答4-5题。
　　4．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
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这表明（　　）　　A．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B．哲学社会科学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　　C．哲学社会科学影响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进方向　　D．哲学社会科学能够为人
们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案　　5．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①
哲学源于生活，又对人们的生活有指导作用　②生活需要智慧，需要哲学　③哲学与生活相互影响、
相互决定　④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
．①③④　　6．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
、精神状况和文明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离不开自然科学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
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上述材料体现了（　　）　　A．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导　　B．哲学是人类对某一具体领域规律的概括　　C．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D．哲学
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7．爱因斯坦说过，哲学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研究之
母。
这就是说（　　）　　A．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B．其他科学都是哲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　　C．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由哲学派生出来的　　D．哲学对具体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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