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

第一节 世界的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哲学的基本问题 P26

（1）哲学的物质范畴 P27

（2）物质的存在方式P30

（3）物质世界的二重性P31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P33

（1）物质决定意识 P33

（2）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P34

（3）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P35

（4）意识与人工智能 P36

三．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P38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P40

（1）事物的普遍联系 P41

（2）事物的变化发展P42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唯物辩证法）P43

（1）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P44

（2）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联 P45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P47

（1）量变质变规律 P47

（2）否定之否定规律P48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P50

（1）内容与形式

（2）本质和现象

（3）原因与结果

（4）必然与偶然

（5）现实与可能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认识功能P54

（1）唯物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P54

（2）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统一P55

（3）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方法P57

二．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P59

（1）辩证思维能力

（2）历史思维能力

（3）系统思维能力

（4）战略思维能力

（5）底线思维能力

（6）创新思维能力

第二章 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实践与认识

一．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

（1）科学实践观的创立与发展 P70

（2）科学实践观的意义P72

二．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1）实践的本质P74

基本特征：客观实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

性

（2）实践的基本结构 P75

基本结构：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中介

（3）实践形式的多样性 P76

三种基本类型：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

科学文化实践。+（虚拟实践）

（4）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P78

1.实践是认识的的来源。 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3..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4.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

标准。

三．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1）认识的本质P80

关键词：唯物与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

与创造

（2）从实践到认识 P83

关键词：感性认识，理性认识

（3）从认识到实践 P87

重要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认识的真理性只有

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发展

四．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P89

第二节 真理与价值

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1）真理的客观性P92

（2）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P93

（3）真理与谬误P97

二．真理的检验标准

（1）哲学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 P99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P99

（3）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P101

三．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1）价值的定义P103

（2）价值的基本特征 P103

（3）价值评价及其特点 P105

（4）价值观与核心价值观 P107

（5）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P108

第三节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一．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1）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其辩证关系 P110

（2）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及其辩证关系 P111

（3）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

程P112

关键词：自由，认识必然，争取自由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一切从实际出发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要求

P114

（2）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核心P116

三．坚持守正创新，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1）坚持守正创新P118

（2）努力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P119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1）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P124 【唯物史观，唯心史观】

（2）社会存在 P125 【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物质生

产方式】

（3）社会意识 P127

【个体意识与主体意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意识形

态与非意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

（4）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P129

（5）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意义P131

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P132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P137 【国

家，国体，政体】

三．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

（1）交往及其作用P141

（2）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P143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形态更替

（1）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P145

（2）社会形态的内涵 P146 【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

形态】

（3）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P147

（4）社会形态更替中的必然性与选择性P147

五．文明及其多样性

（1）文明及其演进P149

（2）文明的多样性P150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1）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P152

（2）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P155

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P157

（2）阶级社会中革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P159

（3）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会的科学方

法 P160

（4）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P161

三．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科技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P163

（2）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P165

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P166



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1）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队里 P169【英雄史

观、唯物史观】

（2）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P172

（3）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P174

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1）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P175

（2）辩证地理解和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P176

三．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第一节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1）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P183

（2）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P184 【具

体劳动、抽象劳动】

（3）商品价值的决定P186【质的规定、量的规定】

（4）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P188

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P189

【价值规律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作用】

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P191

四．深刻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P194

（2）在当代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P195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1）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 P198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P200

（3）资本的原始积累P201

（4）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确立 P203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1）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P204

（2）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P205

三．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1）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不同部分在剩余价值生

产中的作用P207

（2）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P209

（3）资本积累 P213

（4）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P216

（5）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P219

（6）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P221

四．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P222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P223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1）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和本质P225

（2）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本质 P227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P232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P233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1）生产集中于垄断的形成 P237

（2）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点 P239

（3）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 P240

（4）垄断利润和垄断价格 P241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作用 P242

（2）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 P246

（3）垄断资本向世界范围的扩展 P247

（4）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P250 【帝国主义，基本特

征，实质】

三．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P252

（2）经济全球化的动因 P253

（3）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P254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实质

（1）变化的主要表现 P257 【法人资本所有制，员工激

励制度】

（2）变化的原因和实质 P261

二．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新特征 P264

三．世界大变局下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P267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P270【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和局

限性】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P273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P279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1）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P282

（2）十月革命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P284

（3）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 P286

（4）社会主义发展到多个国家P288

三．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P290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P294

二．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P302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P304

第三节 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长期性P308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1）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多样性的原因P310

（2）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P312

三．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

（1）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P314

（2）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必须遵循客观规律P316

（3）以自信担当、开拓奋进的姿态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

P319

第七章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第一节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一．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1）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发展

的方向 P324

（2）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发未来新世界的特

点 P325

（3）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不断深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

的认识 P326

（4）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不对各种细节作

具体描绘 P327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1）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P328

（2）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P331

（3）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

自由王国 P334

第二节 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1）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P337

（2）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 P339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1）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

史过程 P341

（2）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

很长的历史时期 P342

第三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一．坚持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

义的必由之路 P344

（2）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P346

二．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P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