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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公安大学本科公共理论课内部使用的教材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是公安大学哲学教研室多年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的总结。
本书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吸收了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紧
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并有鲜明的公安特色，具有较强的
学术性、现实性和对公安院校教学的适用性。
本书简明扼要、容量较大，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作为公安高等、中等
院校和各类成人教育的教科书，也可作为广大政法干部的自学教材，对理论
宣传干部的研究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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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对立的根源
四、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义然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第三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和方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第二章 物质和意识
第一节 世界的物质性
一、物质
二、世界统一于物质
第二节 物质的存在形式
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二、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
第三节 意识及其能动作用
一、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二、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反映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
四、意识和人工智然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发展观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学说
一、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
二、唯物辩证法是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
第二节 世界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
二、联系的多样性、条件性
三、联系与系统
第三节世界的辩证发展
一、事物发展的实质是新陈代谢
二、事物发展的过程性
第四节 世界发展的规律性
一、规律及其特点
二、规律的类型和层次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辩证矛盾及其根本属性
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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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质量互变规律
一、事物是质和量的统一
二、量变质变及其辩证关系
三、质量互变的普遍性和复杂性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肯定和否定
二、否定之否定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遭性和特殊性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第一节 原因和结果
一、原因和结果及其辩证关系
二、因果联系的客观普遍性和多样性
三、因果联系的方法功能
第二节 必然性和偶然性
一、义然性和偶然性及其辩证关系
二、义然性和偶然性的方法功能
第三节 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可能性和现实性及其辩证关系
二、可能性和现实性的方法功能
第四节 内容和形式
一、内容和形式的含义
二、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
三、内容和形式的方法功能
第五节 现象和本质
一、现象和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二、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第六章 认识和实践
第一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
映论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产生是对旧哲学认
识论的扬弃
二、实践及其在认识中的作用
三、认识的主体和客体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由实践到认识
二、由认识到实践
三、认识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
第三节 思维形式和辩证思维方法
一、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
二、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
第七章 真理
第一节 真理的客观性
一、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
二、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第二节 真理的发展
一、真理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二、真理与谬误
第三节 真理与价值
一、价值在人的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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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理与价值的辩证法
三、真理是客观性和价值性曲统一
第四节 认识论与党的思想路线
第八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
第一节 两种历史观的对立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缺陷及其根源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意义
第二节 历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
一、历史的主体和客体
二、历史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三、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自觉活动
第三节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一、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二、人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第九章 社会基本矛盾
第一节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一、生产力
二、生产关系
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第二节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一、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体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第三节 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
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一般过程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我国的改革
实践
第十章 阶级、国家和社会革命
第一节 阶级和阶级半争
一、阶级的起源和实质
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第二节 国家
一、国家的起源、实质和职能
二、国体和政体
三、无产阶级专政是新型的国家
四、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自由、人权
第三节 社会革命
一、社会发展中的进化与革命
二、社会革命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关系
第十一章 社会意识
第一节 社会意识的结构
一、个人意识、群体意识和社会整体意识
二、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三、社会意识形态与非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
形式
第二节 社会意识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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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
二、道德
三、宗教
四、政治法律思想
五、科学
六、哲学
第三节 社会意识的特点和精神文明建设
一、社会意识的特点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四节 社会意识的功能
一、认识功能
二、评价现实的功能
三、调控功能
四、创新功能
第十二章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一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两种历史观在人民群众作用问题上的对
立
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
三、群众的创造活动受历史条件的制约
第二节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杰出个人的产生和历史作用
二、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第三节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第十三章 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第一节 社会进步
一、社会进步的历史趋势
二、社会进步的根源和评价标准
三、人的解放程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一、人性和人的本质
二、人的价值
三、人的价值评价
第三节 从必然走向自由
一、自由和义然的关系
二、在实践中走历史的义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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