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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大学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

科目代码：623

科目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考纲说明：本《大纲》适用于渤海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本科目

的考试，旨在考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及灵

活运用这些基础知识观察和解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考生应能熟悉与掌握辩证唯物

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 史观等相关知识并灵活运用这些

知识解析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考查目标

1.系统掌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

2.能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考查范围

第一章 哲学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世界观

一、哲学与世界观

二、世界观与方法论

第二节 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二、哲学的基本派别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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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社会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科学前提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理论来源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一、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

二、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

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

第三章 世界的物质性

第一节 物质及其存在形态

一、物质概念

二、运动、时间和空间

三、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

第二节 意识及其本质

一、意识的产生与本质

二、意识的构成与功能

三、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

第三节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物质与意识的物质统一性

二、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哲学意义

第四章 实践与世界

第一节 实践的本质与类型

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二、实践的本质

三、实践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实践与世界的二重化

一、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二、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

三、人化自然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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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世界的联系与发展

第一节 普遍联系与发展

一、联系的普遍性

二、普遍联系与系统

三、发展的方向与过程

第二节 联系与发展的基本环节

一、内容与形式

二、现象与本质

三、原因与结果

四、可能与现实

五、必然与偶然

第三节 联系与发展的规律性

一、规律的含义

二、规律的类型

三、辩证法的实质

第六章 联系与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矛盾是对立面的统

二、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

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第二节 量变质变规律

一、质、量、度

二、量变与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二、量变的复杂性与质变的多样性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肯定与否定

二、否定之否定

三、否定性的辩证法

第七章 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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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与人的活动

一、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前提

二、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

三、人的活动的目的与利益

第二节 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

一、人的活动的历史条件

二、人的历史活动的规律性

三、历史规律的特点

第三节 历史规律的作用方式

一、历史活动的合力作用

二、历史过程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三、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

第八章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第一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力状况的规律

第二节 经济基础与上是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通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改革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特征

二、改革的实质及其历史作用.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构建和谐社会

第九章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节 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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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

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节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三、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第十章 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节 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

一、英雄史观与群众史观的对立

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三、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条件

第二节 个人的历史作用

一、历史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

二、历史人物及其作用

三、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四、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第三节 群众的组织与作用的发挥

一、历史活动与群众队伍

二、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三、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

第十一章 认识活动及其规律

第一节 认识的基础与本质

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二、能动反映是认识的本质

三、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认识的根本任务

第二节 认识的运动过程

一、从实践到认识

二、从认识到实践

三、实践与认识的循环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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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真理及其检验标准

第一节 真理的本质和特性

一、真理的本质

二、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第二节 真理的检验标准

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逻辑证明与实践标准

三、科学预见与实践标准

第三节 真理的发展规律

一、在实践活动中发展真理

二、在同谬误斗争中发展真理

三、在解放思想中发展真理

第十三章 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第一节 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一、社会发展的内涵与实质

二、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

三、人的全面发展及其过程

第二节 人的发展与人的自由

一、自由与必然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矛盾

二、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世界的改造

三、自由时间与人的发展

第三节 人的发展与人类解放

一、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

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三、共产主义理想与我们的使命

主要参考书目：《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年 9

月第 1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