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图，让考“事”更轻松

知识点二 马哲

哲学概念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哲学与具体科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二者既相区别

又相联系

哲学的基本问题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2.两者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哲学的派别 唯 唯物主义：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

物质

概念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

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特征

（1）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

（2）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

（3）物质能被意识反映。

（4）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运动观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的根本属性是运动

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和静止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动中有静、静中

有动。

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

世界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联系的，联系是有规

律的，规律是客观，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方法论：一切从实

际出发、实事求

是。

物质与意识的关

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

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

碍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注意：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不可能超越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

对立统一规律——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 盾 的 两 个

基本属性

矛盾的同一性

矛盾双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吸引的性质和趋势，是相对的、

有条件的。

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
矛盾双方之间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性质和趋势，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内 外 因 辩 证

关系原理

含义
内因指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指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外部

矛盾

关系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

内因而起作用。

矛 盾 的 普 遍

性 和 特 殊 性

的 辩 证 关 系

矛盾的普遍性

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的发展过

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即所谓矛盾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



华图，让考“事”更轻松

原理
矛盾的特殊性

是指具体事物在其运动中的矛盾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

其特点。

方法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具体事物都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统一。

主次矛盾

在多对矛盾中，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次要矛盾是处于

从属地位，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依赖、相互影响，

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矛 盾 的 主 次

方面

在一对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

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

面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

要方面决定的。

方法论：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

实践决定认识；

认识反作用于

实践。

1.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

力；（3）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4）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2.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1）正确的认识能推动实践的发展；（2）错误的认识

会阻碍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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