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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
二、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其本问题
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的产物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第三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和方法
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目的
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
第一节物质是客观实在
一、旧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及其局限性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
三、列宁的物质定义在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第二节 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的基本形式
一、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二、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
第三节 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能动反映
一、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
二、意识是人脑对物质的能动反映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始终受物质制约
第四节 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客观实在性
一、在世界统一性上的几种看法
二、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
三、从实际出发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确认
第三章 物质世界的联系和发展
第一节 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
二、事物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
三、事物作为系统而存在
第二节 物质世界的永恒发展
一、事物的相互联系构成运动
二、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三、事物作为过程而存在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体系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第二节 质量互变规律
一、质、量、度
二、量变和质变及其辩证关系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辩证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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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否定之否定
第五章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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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必然性和偶然性⋯
一、必然性和偶然性在事物发展中作用
二、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
第三节 可能性和现实性
一、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辩证关系
第四节 内容和形式
一、客观事物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二、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
第五节 现象和本质
一、现象和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二、科学的任务是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第六节 坚持辩证法反对诡辩论
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二、唯物辩证法和诡辩论的对立
第六章 认识和实践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科学的可知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
第二节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一、实践的特点和形式
二、实践对认识的作用
第三节 认识运动的辩证过程
一、由实践到认识
二、由认识到实践
三、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和无限发展
第四节 辩证的逻辑思维方法
一、归纳和演绎
二、分析和综合
三、从抽象到具体 ..
第七章 真 理
第一节 客观真理
一、真理是客观的
二、真理和谬误
第二节 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一、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第三节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　一标准
二、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三、实践检验和逻辑证明
第四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一、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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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八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对立
一、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二、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根本缺陷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第二节 人类社会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
一、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类社会
二、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
三、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四、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过程与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统
第九章 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第一节 社会的基本结构
一、社会的物质经济结构
二、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
第二节 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与社会形态的更替
第三节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与党的基本路线
一、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
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第十章 阶级和国家
第一节 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阶级的起源和实质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社会革命是阶级社会更替的决定环节
四、我国现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二节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一、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
二、国体和政体
三、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的国家
第十一章 社会意识
第一节 社会意识的一般特点
一、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二、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三、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第二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十二章 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 人的本质
一、人道主义历史观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二、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节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
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节 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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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价值的含义
二、我国现阶段人的价值的特点

Page 5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