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词解释

3. 方法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与世界观是统一的，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10．物质：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物质的根本特征是客观实在性。

14．意识：自然界和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物质世界的主观

映象。

20．实践：人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实践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

是自在世界向人类世界转化的基础。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

27．联系：事物或现象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和相互制约。

28．发展：事物从低级向高级、从量变到质变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的最本

质含义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35．规律：事物发展中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38．矛盾：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两个方面的对立和统一及其相互关系。

46．反映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它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

根本前提出发，明确指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源泉，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

映象，人的认识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反映论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

的路线”。

51．真理：标志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的正确反映。

57．社会意识；指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现象及其过程，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

式，也包括社会心理与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

55．价值：客体以自身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价值是主体性和客

观性的统一

68．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

艺术、道德、哲学等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军队、警

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等设施。前者叫思想或观念上层建筑，后者叫政治上

层建筑。

62．生产力：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实际程度和实际能力的哲学范畴，是人类

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三大要素构成，其中劳动资料中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

器，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和集中体现。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

量。



63．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经济关系。从静态上看，生产关系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

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所构成，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从

动态上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构成了生产关系，其中，生产这一

环节居于主导地位。

78．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

是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75．人民群众：在量上指大多数，在质上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

人民群众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大多数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70．社会基本矛盾：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共

同组成，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着社会发展的形式、内容和方向。

1. 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世界观

和方法论的统一。

7.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思

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2. 世界观：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看法、根本观点。

4. 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有

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这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哲学派别的依据；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是划分可知

论和不可知论的依据。

5. 唯物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哲学派

别。唯物主义有三种历史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现代辩

证唯物主义。

6. 唯心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主张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哲学派

别。唯心主义有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种形式。

8. 一元论与二元论：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哲学派别。认为

世界本原是一个的是一元论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是一元论哲学。认为世

界有物质和意识两个独立自存的本原的是二元论哲学。

9.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回答而形成的哲

学派别。凡认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哲学派别都属于可知论哲学，认为思维和

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哲学是不可知论哲学。

11．运动：物质的存在方式，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过程的变化的哲学



范畴。

12．时间：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它的特点是一维性或不可逆性，即时

间只能沿着过去、现在、将来的方向进行。

13．空间：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指事物的体积、形态、位置、距离和排

列次序等。空间的特点是三维性，即任何物体都有长、宽、高三个方向。

15．人工智能：又称机器思维，本质上是对人的思维的模拟。

16．唯物主义一元论：凡是把世界万物的本原归于物质的，都是唯物主义一

元论。

17．唯心主义一元论：以不同形式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精神、意识的，是唯

心主义一元论。

18．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

计划、积极主动的活动能力。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行为特征。

19．实事求是：本义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毛泽

东对之作出马克思主义解释，并用之来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路线，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

规律，“求”就是去研究。

21．主体：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

22．客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客观事物。

23．自在世界：人产生前的自然界和人类实践活动尚未深入到的自然界。

24．人类世界：又称属人世界，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

会的统一体。

25．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学说，是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

的、矛盾的观点来考察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法有三大规律，即对立统一

规律、量变质变规律、肯定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26．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非矛盾的观点来考察世界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29．肯定：事物内部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即确定这一事物是它自身而不是别

的事物的方面。

30．否定：可以在三重意义上使用否定，一是否定的方面，即事物中促使其

灭亡的方面或因素；二是否定的环节，即把事物的发展和联系统一起来的环节；

三是否定的阶段，即否定之否定规律发展的第二阶段──从肯定到否定的阶段。

31．辩证否定：又称“扬弃”，事物自身的否定，是事物本身发展环节和联

系环节的统一，是新事物对旧事物既克服又保留。

32．量变：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表现为事物不显著的变化，体现

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量变是事物在度范围内的变化。



33．质变：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

化，表现为显著的变化，是事物连续性的中断。

34．度：事物保持其质的稳定性的量的幅度，是事物质与量相统一的哲学范

畴。区分事物质变和量变的标准，就是看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了度。

36．必然性和偶然性：揭示事物发生、发展和灭亡过程中两种不同趋势的哲

学范畴。必然性是事物发展中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是在一定条件下一

定要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偶然性是事物发展中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

不确定的趋势。

37．现象和本质：揭示事物内在实质和外在表现之间关系的哲学范畴。现象

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外在的表现。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

组成事物基本要素的内在联系。本质是与必然性、规律性同等程度的哲学范畴。

39．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

的同一性或统一性是指双方依存、相互贯通的联系和趋势，包括两个基本含义，

第一，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双方

相互贯通，即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包含以及相互转化的趋势。矛盾的斗争性

是指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的属性，体现着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斗争性作为

哲学范畴包括自然界、社会、思维领域中的一切形式的差异、对立和斗争。

40．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又称矛盾的共性，有两层含义，

其—，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其二，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

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简言之，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的特殊性，又

称矛盾的个性，是指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

点。

41．基本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之始终并规定事物及其过程的本质的矛

盾。

42．主要矛盾：在许多矛盾构成的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

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非主要矛盾即次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

过程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

43．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双方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处于

被支配地位的另一方面则是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

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44．内因：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事物的内部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

和原因。坚持内因论也就把事物的运动发展看做是事物自我运动、自我发展。

45．外因：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对立统一，即外部矛盾。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

展的必要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47．能动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之所

以是能动的，是因为它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把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过程。

48．先验论：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根本特点。它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

前提出发，把人的意识说成先天就有的东西，是先于物质、先于实践的东西，物

质世界反而是这种意识的产物。先验论坚持“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路线”。

49．感性认识：认识的初级阶段。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产生

的一种关于事物现象、事物外部联系、事物各个片面的认识。形象性和直接性是

感性认识的特点。感性认识有三种形式，即感觉、知觉、表象。

50．理性认识：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人们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

而产生的一种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抽象性、

间接性是理性认识的特点。理性认识有三种形式，即概念、判断、推理。

52．客观真理：真理的客观性。有两重含义，一是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也是客观的。

53．绝对真理：真理的绝对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任何真理都是客观的，

这一点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二是人类的认识按其本性能够认识发展的物质世界，

认识每前进一步就是对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的一次接近，这一点也是绝对的、无

条件的。

54．相对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指人的认识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因而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完全的。

58．神学历史观：指对社会历史进行了神化，认为“上帝”是主宰国家兴亡、

民族兴衰的力量，否定社会的客观性，也否定了人的主体性，对社会的本质作神

学目的论歪曲的社会历史观。

59．唯心主义历史观：把社会精神化了，认为社会本质上是人的意志、意识

活动的产物。唯心主义历史观看到了社会是有目的、有意志的人进行的活动这一

特殊性，但它们夸大了这一特殊性，认为人的意志、意识决定社会的发展。

60．自然主义历史观：指把社会的本质归结为自然条件，归结为社会所处的

地理环境。没有看到自然条件既不能决定社会的本质，也不能成为决定社会制度

及其变更的原因。

61．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谋取方式，即物质生产具体的、

历史的表现形式，它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

64．社会经济结构：又称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

关系的总和，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经济结构的性质。

65．阶级：指特定经济结构中的人群共同体。阶级的划分是由人们在特定的

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结成的不同关系决定的，区分阶级的根本标

志，是看其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否占有其集团的劳动。



66．社会政治结构：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

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关于政

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宪法和规程等，其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67．国家：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

工具。尽管国家也管理一些公共的社会事物，但其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

益。

69．社会文化结构：又称观念结构，指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宗

教、艺术等意识形式的联结方式。在阶级社会中，文化往往具有意识形态性。

71．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

其变革的方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同时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

力发展的要求；这一规律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表现出

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72．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

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反作用，在二者的矛盾运动中，经济基础始终是决定

的力量，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取决于并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水平和要求。

74．阶级斗争：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阶级斗争是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和特殊表现，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76．生产力标准：指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我们路线、

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作为

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越和进步的根本标准。

77．群众观点：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观点，其基本内容是，坚信人民群众自

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以及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79．人性：是指人所具有的特性和属性。归纳起来，人的本性主要有三个方

面，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精神属性本质上属于人的社会属性，因

此，可以把人性分为两个方面：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80．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81．人的价值：人对自身的意义，即人能够创造价值以满足人自身的需要。

82．自由：就人的活动而言，自由表现为人的一种自主力、判断力和选择力，

这种自由是相对制约人类行为的必然性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必然的认识和

世界的改造。

83．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必然王国是指人被物化的社会关系支配即受物支

配的社会状态；自由王国指人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即人支配物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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