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辩证唯物主义 

1.辩证唯物论： 

①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所以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物

质观） 

②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本质，意识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对

于物质有反作用。所以在掌握客观规律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③要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统一，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主观能

动性。 

2.唯物辩证法： 

世界是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的，要用联系、发展、全面的眼光看待问题。 

三大规律： 

①对立统一规律（重点）——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互联结，相辅相成。我们

在分析与解决矛盾时，要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从同一中把握对立；矛盾具有普遍

性与特殊性。矛盾普遍存在，无处不有，而矛盾的特殊性又要求我们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既要统筹兼顾，又要抓住主要矛盾。 

②量变质变规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二者相互

渗透。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要进行

量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推动质变，让事物向更高层次发展。 

③否定之否定规律——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否

定是事物发展和新旧事物联系的环节。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该规律揭示

了事物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事物发展是波浪式前进与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3.认识论： 

①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社会性的物质劳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

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科学实

践观） 

②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人的认识是反应性或摹写

性与创造性的统一。认识过程有两次飞跃，第一次是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认识

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次是从认识到实践。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认

识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与发展。（认识本质论） 

③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

识，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的辩证发展过程。认识是一个反复循环与无限发展的过

程，是一个波浪式前进与螺旋是上升的过程。（过程论） 

二、历史唯物主义 

①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形态。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

会意识是人们进行社会物质交往的产物。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 

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于经济基础。在

此意义上，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要作出相

应的调整适应生产力水平。 

③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

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一切发展依靠人民。所以要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群众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