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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政治常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第一节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哲学
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什么是哲学　　1.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世界观的理论形
态　　世界观就是人们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每个人都有世界观，但自发形成的世界观还不是哲学。
哲学是将世界观以理论的形式组成的思想体系，所以说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态。
　　广义的世界观同时包含人生观、价值观。
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2.哲学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与总结　　哲学与具体科学是一般与个别、共
性与个性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1）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哲学的对象是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一般或普遍规律；具
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
两者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2）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联系：哲学以各门具体科学为认识基础；各门具体科学以哲学为理
论指导。
　　3.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一定的世界观作为思想原则在具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表现
为方法，方法论就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所以，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上的全部哲学斗争始
终都是围绕着这-问题而展开的。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包括两方面：　　一方面，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指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个哲学派别，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一元论哲学。
所谓的二元论是指认为世界并存着物质和意识两个本原的哲学学说，以法国的笛卡儿为主要代表。
二元论把意识看成是本原，显然夸大了意识的作用，贬低了物质的作用，最终导致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思维和存在有无统一性的问题，即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真题链接　　（单选题）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A.世界是的本质是物质B.矜持是事物发展的功力　　C.认识是客体在人脑中的反映D.人有认识世
界的能力　　【解析】本题正确答案为C。
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反映论，它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先有客观世界，后有人的认识，认识是人
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而唯心主义认识论是先验论，它否定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认为认识先于物质、先于实践而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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