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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民族想要
站在科学的最
高峰，就一刻
也不能没有理
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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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文理学院法政系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本章主要是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与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着重了解世界的物质统

一性和实践的观点，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

律和根本方法，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打下理论

基础。   

      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第三节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教学目的和要求  



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  

重点掌握的问题： 

 

1、世界观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2、世界的物质性 
3、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  

 

一、世界观与哲学基本问题  

（一）世界观与哲学 

（二）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世界观与哲学  

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 

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 

点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和改 

造世界所遵循的根本方 

法的学说和理论体系 

 

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 

的世界观又是方法论 

世界观  方法论  

哲学既是世界观， 

又是方法论  



 

2、哲学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全部哲学，特

别是近代哲学的重

大的基本问题，是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图示： 

思 

维 

和 

存 

在 

关 

系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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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存在何者 
是第一性的问题 

即谁是世界的本原  

思维能否认识或正确 

认识存在的问题  

唯物主义  

不可知论  

可知论  

唯心主义  

朴素唯物主义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朴素唯物主义：朴素性（猜测性） 

                直观性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 

      缺陷：机械性 

            形而上学性 

            不彻底性（唯心史观）  



局限性 

人 钟 

心脏 发条 

神经 

关节 齿轮 

游丝 

霍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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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机器 



主观唯心主义 

贝克莱 陆九渊 

物是感觉的集合 

存在就是被感知 
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 



  

客观唯心主义 

朱熹 

理在事先 

柏拉图 

理念  

•黑格尔 

绝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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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只有一个本原：
物质或精神。 

唯物主义 

   一元论 

 唯心主义 

    一元论 

一
元
论 

一元论 



二
元
论 

   世界有两个互相平行、
各自独立的本原:物质和
精神。 

迪卡尔 



历史唯心主义  

主张社会 
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主张社会 
意识决定 
社会存在 

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存在
和社会意
识的关系
问题 



本原    存在的状态  

辩证法  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两大哲学派别  
“两个对子”  



二、世界的物质性  
 

（一）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物质范畴的历史演进 

朴素唯物主义 
物质观 

机械唯物主义 
物质观 

辨证唯物主义 
物质观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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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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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物 

质 

观 
德谟克利特 

物质 = 具体的物质形态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把“物质”理解
为当时所发现的
物质结构的最小
层次——原子 

把原子的某些物
理属性（如质量
不变性、广延性、
不可入性和不可
分性）当成一切
物质的共同属性。 

 

洛
克 

爱尔维修 拉美特里 

培根 

物
质
就
是
原
子 



        “物、物质无非是
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
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
抽象出来的。” 

       “物质是
标志客观实在
的哲学范畴，
这种客观实在
是人通过感觉
感知的，它不
依赖于我们的
感觉而存在，
为我们的感觉
所复写、摄影、
反映。” 

马 

克 

思 

主 

义 

物 

质 

观 

物质 = 客观实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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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物质定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①物质是哲学范畴 

②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③这种客观实在性是可以认识的，

即具有可知性。  



 
列宁的物质定义的理论意义  

第一，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同唯心主义一元论

和二元论划清了界限。 

第二，坚持了能动的反映论和可知论，与不可知论

划清了界限。 

第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局限，体现了唯

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 

第四，体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

统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