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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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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追求智慧的学
问（哲学的内涵）

1.3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的发展）

从起源看
从与时代关系看
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看
从与具体科学的关系看

1.2哲学的
基本问题

思维和存在
的关系问题

唯物主义

何者为本原

有无同一性

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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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物

有：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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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马克思
主义哲学

辩证唯
物主义

历史唯
物主义

辩证唯物论

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
认识论

社会历史观

人生价值观

一般到个别 整体与部分

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  

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

第一课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必修四 哲学与文化 之哲学部分框架体系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

与把握规律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

与价值选择



人在规律面前是
无能为力的吗

世界的本质
是什么

物质是
静止的吗

物质的运动是
杂乱无章的吗

世界的本
质是物质

物质是
运动的

物质的运动
是有规律的

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
发现、利用规律

1. 物质观：
(1)物质含义

(2)世界物质性原理

2. 运动观：
(1)物质和运动
(2)运动和静止

3. 规律观：
(1)规律的含义、特点

(2)规律客观性普遍性原理

4. 尊重规律和
发挥主观能动性

原理

    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要在物质的运动中把握规律，规律的
客观性根源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知识逻辑

探究世界的本质 --唯物论



考情预测：
       1、从命题内容上看，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意
识的作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高频考点。
2、从命题方式上看，本课内容选择题和非选择题都有考查，结合科学探索、
生态环境保护、国家政策转变、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等考查物质和意识的辩证
关系、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等重要考点；以总书记强调的一系列中国精神(冬
奥精神、建党精神、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或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为背景，
考查意识的作用。复习时，要熟练掌握相关原理和方法论的表述。

课标要求：
       1、阐释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2、表达无神论立场；
        3、表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山川湖泊

花鸟鱼虫

风雨雷电

声波 射线
电场 磁场

西瓜 草莓

卫星 飞机

高楼  大厦

…………

特点一：不依赖于人的意识

特点二：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

  特点三：客观实在

哲学上的物质 （抽象 、一般、共性）具体的物质形态 （具体、个别、个性）

客观性：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与唯心主义相区别）

可知性（与不可知论相区别）

①客 观 实 在 性 是 物 质 的  

②是 万 事 万 物 共 同 的 本 质
③是 物 质 和 意 识 的 唯 一 区 别

抽象
概括
共同
本质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1）物质具有客观性：
无论人们是否感受得到或者是
否承认它的存在，它都客观存
在着。
（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2）物质具有可知性，
能被人们所认识。
（与不可知论划清了界
限）

（3）物质的唯一特性：
客观实在性，是物质与
意识的根本区别
（与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
学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1.物质的内涵

   核心考点一：世界的物质性
一、哲学的物质概念

2.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 客观实在≠客观存在



u 客观实在：相对于意识而言，仅包括物质现象，是对世界万事万物和现
象的共同特性的抽象概括，是物质的唯一特性。它不包括精神、意识现
象

u 客观存在：是相对于主观而言的，它既可以指具体的物质形态，也可以
指具体的思想。既包括物质现象（客观存在），又包括意识现象。

整个世界

自然界

人类社会

意识

客观实在

客观存在

物质

客观实在

客观存在

知识深化

【注意】物质的唯一特性≠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运动)



张三

李四
人

狗
动物

花草
生物

日月星辰
看得见的物质形态

看不见的物质形态
（磁场、超声波）

物质的具体形态（个性） 物质（共性）

物质

哲学上的
物质概念

≠

知识深化

普遍性 一般 抽象特殊性 个别 具体

3、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概括了宇宙间客观存在着的
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共同本质，而不是指某一种具体的物质形
态。无论是天地自然，还是人类社会，在本质上都是物质的。



关  系 物  质 物质的具体形态

区  别

物质具体形态抽象概括的本质 物质的具体表现

唯一特性：客观实在性（共性） 除客观实在性外，
还有自身个别属性（个性）

抽象的、永恒的、不生不灭的 具体的、多变的、有生有灭

联  系

1.哲学上物质概念是从具体物质形态中概括抽象出来的，
2.物质的概念存在于具体的物质形态中，并通过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
出来，物质依赖于具体的物质形态。
3.二者的关系是一般与个别、共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不是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注意易错表达：物质≠具体的物质形态；
物质≠自然科学的物质概念；物质≠万事万物的总和。

知识深化 拓展延伸：比较哲学的物质概念和具体的物质形态



原理：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自然界中的事物是按照自身固有的规律形成
和发展的，都有自己的起源和发展史，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中的一部分。

1、自然界的物质性

(补)方法论：我们要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与自然和谐相处。

2、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注意：顺应 √   顺从、服从、征服 ×

二、世界是物质的
   核心考点一：世界的物质性

3、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1）从产生看(纵向)：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在从古猿到人
的演化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劳
动

改变了人的生理结构，形成了手脚分工

使猿脑变成了人脑，形成了语言和意识

使人结成了社会联系，形成了社会关系

（2）从本质（存在、构成要素）（横向）看：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客
观的物质体系。

构
成
基
本
要
素

生产方式

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
客观的

集中体
现了人
类社会
的物质
性

生产力

生产关系

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人们在生产中地位和关系
产品分配关系

劳动创造了人和
人类社会

方法论（了解）
反对把人们的主观动机或某种神秘的力量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反对否定人
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

2、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1）从意识的起源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①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②意识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劳动和
社会交往

促进了人脑的生成
促进了语言的产生

---意识的物质器官
---意识的表达手段

提供和丰富了意识的内容

注意：没有劳动和交往，
再复杂的动物心理也不能
自发地发展为人的意识

简单反应 刺激反应 感觉和心理

植物向阳 猴子表演 思维着的精神

人类意识

无生命 低级生物 高等动物 人
水滴石穿

3、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二、世界是物质的



（2）从意识的生理基础看：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人脑是高度发达的物质系统，是意识活动的物质器官。人脑结构的复杂性
和组织的严密性，决定了它具有产生意识的生理基础。
   没有高度发达的人脑，就不可能有人类意识。

（1）从意识的起源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3、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二、世界是物质的

注意：人脑≠大脑，≠动物脑，≠电脑/人工智能

注意：没有人脑一定没有意识，有人脑也不一定有意识。
 意识的形成不仅离不开人脑，还必须有被反映的客观存在。 



  不管什么样的意识（正确或错误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
映，都是客观存在通过生活和实践的环节进入人脑，并在人脑中加工改造的
结果。

意识人脑客观存在
生活

实践

加工

改造
产品原材料

注意：意识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正确意识——如实反映客观事物    错误意识——歪曲反映客观事物

厂房和机器

❶意识的内容来自客观存在，其特点是客观的；❷意识的形式是人脑中的反映，其特点是主观的。

（3）从意识反映的内容看：意识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都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
（主观）反映。 



意识的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

内容的客观性
无论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

都是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形式
的主
观性

从意识的
主观形式

上看

包括感性认识形式，还包括理性认识形式。
这两种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反映的内容都是客观的

从意识的
主观差别

上看

对于同一对象或同一客观过程，不同的人由于
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反映

从意识的
主观特征

上看

意识作为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
近似真实的摹写，还可能是对现实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

知识深化



①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可能是如实的，也可能是歪曲的。
    如实反映客观事物——正确的意识
    歪曲反映客观事物——错误的意识
②无论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
都根源于物质。
③人的意识可以反映事物的表面现象，也可以反映本质规律；
④人脑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不是像照镜子一样，原原本本的反映。
对同一对象，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反映。

【易混易错】意识的形式是人脑中的主观反映。

【易混易错】 物质和意识密不可分。物质和意识相互决定。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不能决定物质。
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不依赖于意识，但意识依赖于物质。



【原理】   总：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①自然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发展及其构成要

素，都具有客观的物质性；人的意识根源于物质。

 ②物质是本原，意识是物质的派生物，物质决定意识。

 本课重要原理1：世界的物质性原理

【方法论】  

①我们要自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统一性原则，坚定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立

场，反对一切有神论。

②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注意：关于世界的物质性，有以下几种说法：①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
②世界统一于物质③世界的本质是物质④世界的本原是物质⑤世界是物质的世界



    (2021·湖北高考)湖北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美誉，历史上众多文人墨客在此

迎来送往，触景生情，留下了大量广为流传的送别诗篇，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下扬州”“鄂渚轻帆须早发，江边明月为君留”等。这表明

①意识的内容可还原社会生活       ②意识的根本目的是人的情感需求

③意识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       ④意识的形式可以由人们主动创造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高考真题演练2

答案：D.从意识的内容看，意识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因此，意识的内

容并不能还原社会生活，①错误。人的情感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有合理的

和不合理的需求，因此，意识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人的情感需求，②错误。



世

界

的

物

质

性

1.物质
①含义——是什么（三个特点）
②物 质≠物质的具体形态（区别）
③客观实在与客观存在

2.世界是
物质的原
因

①自然界的物质性

②人类社会   

的物质性

A.从产生看：人类社会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
产物
B.从构成要素看：人类社会本质上是物质体系

③人的意
识是物质
世界发展
的产物

A.从产生看：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
产物
B.从生理基础看：人脑是意识活动的物质
器官

C.从内容看：意识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结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质性。

本质：客
观存在在
人脑中的
反映



哲学上所讲的运动就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现象的变化和过程。

1.运动的含义：

【拓展】哲学上讲的运动是对世界上一切运动形式共同特征的概括和总
结，与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运动是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注意：①“一切”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

      ② “变化和过程”：运动的事物和现象在位置的移动、数量的

增减、状态方面的改变（空间）

        

   核心考点二：运动的规律性

一、运动与物质的关系



2.运动是物质的运动。
强调运动离不开物质。

物质是运动的载体/承担者。

1.物质是运动的物质。

客观实在性 【区别】物质的唯一特性：

宏观物体——机械运动的载体
原子、分子等——化学运动的载体
生命有机体——生物运动的载体
生产方式——社会运动的载体

人脑——思维或精神运动的载体

历史变迁、灯光闪耀、纸张飘落
光影交错、镜头切换、歌声变化
青年为理想呐喊奔跑、红旗飘荡、
青年为救国出生入死、表情变化、
马在奔跑、火把燃烧、季节更替等

强调物质离不开运动。
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

错误观点1：——刻舟求剑

离开运动谈物质→

错误观点2：——仁者心动

离开物质谈运动→形而上学 唯心主义

   核心考点二：运动的规律性
一、运动与物质的关系
2、运动与物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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