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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试题 

 
一、名词解释（每题 5 分，共 30 分） 
    1、主观唯心主义       
    2、形而上学      

3、质变      

4、真理的绝对性             
    5、意识形态          

    6、自由王国         

 
二、材料分析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材料 1：“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

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
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

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材料 2：“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请回答：（1）材料 1 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理解？ 

（2）材料 2 表达了什么观点？如何理解？ 
（3）上述两种观点之间自相矛盾吗？为什么？ 

 

 2、材料 1：人民群众是无数个“零”，只有前面添上英雄人物的“实

数”时，他们才能变成有效的数字。（米海洛夫斯基） 

材料 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

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

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

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 

材料 3：“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

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
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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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请回答：（1）材料 1 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如何理解？ 
（2）材料 2 体现了怎样的历史观？如何理解？ 

（3）材料 3 中，为什么说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  

 
三、简答题（每题 10 分，共 30 分） 
    1、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评价是一种怎样的认识活动？ 

3、怎样理解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 

 

四、论述题（每题 30 分，共 60 分） 
    1、联系实际，谈谈应该如何理解传统文化和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

系。 

2、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请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角度，

谈谈你认为这个论断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并联系实际阐述应该如何理
解这个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