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大学马原试题[含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在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中，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 

A.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B.事物发展的状态和形式 

C.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D.事物发展的顺序和形式 

【正确答案】C 

 

2．从动物心理发展为人类意识，起决定作用的是（） 

A.社会性劳动 

B.直立行走 

C.人脑的形成 

D.语言的产生 

【正确答案】A 

 

3．意识是（ 

） 

A.人脑的分泌物 

B.人脑的属性和机能 

C.神的启示 

D.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 

【正确答案】BD 

 

4．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表现在（） 

A.是否承认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B.是否承认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C.是否承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D.是否承认世界是运动发展的 

【正确答案】ACD 

 

5．新事物之所以可以战胜旧事物其原因在于（） 

A.新事物具有新的结构和功能，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 

B.新事物是在旧事物的‚母体‛中孕育成熟的，它既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腐朽的东西，又保

留了旧事物中合理的因素 

C.在社会历史领域，新事物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D.新事物从一开始就力量强大 

【正确答案】ABC 

 

6．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它是绝对不

会灭亡的。这是因为(AB) 

A.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社会形态更替的最终原因 B.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具有相对稳定性 

C.无论哪一种社会都不能使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 

D.任何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都是在旧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建立起来的 

 

7．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了物质条件是指() 

A.全面的社会化 

B.全面的商品化 

C.全面的市场化 

D.市场的计划化 

 

8．人类解放的含义包括(CD) 

A.人们获得绝对自由 

B.人类完全摆脱自然力和社会关系 

C.人从自然必然性奴役下解放出来 

D.人从社会必然性奴役下解放出来 

 

二、单选题 

9．《礼记·中庸》有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有备无患.遇事不

慌。这是古人对“底线思维”高度凝练的概括。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底线思维”体

现的是 

A.量变质变规律 

B.对立统一规律 

C.否定之否定规律 

D.物质决定意识 

正确答案：B， 

 

10．“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最突出的共同点是重视 

A.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B.意识的能动作用 

C.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D.从整体上把握现象之间的 

正确答案：A， 

 

11．金融寡头在经济上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实现的 

A.联合制 

B.参与制 

C.股份制 

D.价格制 

正确答案：B， 

 

12．“时间和空间是人类感性直观形式”这是 

A.机械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B.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C.唯心主义时空观 

D.朴素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正确答案：C， 

 

13．“从物到感觉和思想”与“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对立，属于 

A.能动的反映论和被动的反映论的对立 

B.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对立 

C.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对立 

D.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 

正确答案：C， 

 

14．2015 年春节期间，许多人都外出进行了游玩。在旅游景点，许多游客对环境卫生不

满，但有的抱怨.有的随波逐流。某景区的一块提示牌写道：“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中国，你

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你有光明，中国就不黑暗。”该牌子上的观点蕴含的哲理是 

A.矛盾的普遍性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 

B.主要矛盾决定了事物的进程 

C.矛盾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D.事物的性质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正确答案：A， 

 

15．《醉翁亭记》开头一段写成后，作者欧阳修觉得没能准确反映景象。于是再赴滁州城

外，最后把开头改为“环滁皆山也”。这一写作修改过程生动地体现了一个 

A.参加实践的过程 

B.抽象思维的过程 

C.获得经验的过程 

D.寻求真知的过程 

正确答案：D， 

 

16．《百喻经》中有一则寓言：有一个愚人到别人家去做客，他嫌菜没有味道，主人就给

他加了点盐。菜里加盐以后，味道好极了。愚人就想：“菜之所以鲜美，是因为有了盐。

加一点点就如此鲜美，如果加更多的盐，岂不更加好吃？”回家之后，他把一把盐放进嘴

里，结果又苦又咸。这则寓言给我们的启示是 

A.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时时注意事物的自我否定 

B.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C.不可能通过一些现象而去认识某个事物的本质 

D.持续的量变会引起事物发生质的变化 

正确答案：B， 

 

17．组成上层建筑的两部分是 

A.政治法律制度与军队警察等 

B.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 

C.政权和政治法律制度 

D.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 

正确答案：D， 

 

18．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 

A.科学技术 



B.生产资料 

C.劳动者 

D.管理方式 

正确答案：A， 

 

19．“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主要依据是 

A.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B.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矛盾不可调和 

C.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 

D.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正确答案：B， 

 

20．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机器大工业发展到自动

化阶段，智能化工厂创造除了较高的生产效率，显露出巨大的竞争力，企业在“机器换

人”中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率先使用机器人的个别企业 

A.资本主义技术构成的提高 

B.剩余价值来源的改变 

C.获得更多的社会平均利润 

D.所生产商品价值的提高 

正确答案：A， 

 

21．在市场上，一台笔记本电脑的标价是 12000元，此时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是 

A.实在的货币 

B.信用货币 

C.观念上的货币 

D.现金 

正确答案：C， 

 

22．尽管微博简短和情绪化的表达方式容易成为谣言滋生的温床，给公众与社会和谐带来

不少困扰，但如果能加强管理，完善法制，塑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微博可以为人们“参政



议政”提供一个更便捷有效的通道。这说明 

A.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辩证统一的 

B.主次矛盾是辩证统一的 

C.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 

D.要用全面.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正确答案：D， 

 

23．垄断利润是 

A.超额利润 

B.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 

C.平均利润 

D.企业利润加利息 

正确答案：B， 

 

24．“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一种 

A.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 

B.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 

C.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 

D.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 

正确答案：A， 

 

25．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具有周期性。资本主义再生产周

期中决定性阶段是 

A.危机阶段 

B.萧条阶段 

C.复苏阶段 

D.高涨阶段 

正确答案：A， 

 

26．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范畴的正确理解是 



A.物质是各种实物的总和 

B.物质范畴是从各种物的总和中抽象出来的 

C.物质的惟一特性是它可以被感知 

D.物质是自然界中具体的物质形态 

正确答案：B， 

 

27．制约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活动的决定性条件是指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 

B.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观念 

C.科学文化水平 

D.人们的生活水平 

正确答案：A， 

 

28．在听完一位成功的企业家讲课后，一些来自企业的学员感到有些失望，便问他：“你

讲的那些内容我们也差不多知道，可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会那么大呢?”这位企业家回答

说：“那是因为你们仅是知道，而我却做到了，这就是我们的差别。”这句话表明了实践

高于理论认识，因为实践具有 

A.普遍有效性 

B.客观规律性 

C.主体能动性 

D.直接现实性 

正确答案：D， 

 

29．下列选项中，体现矛盾双方相互转化这一哲学道理的是 

A.乐极生悲，苦尽甘来 

B.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C.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D.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正确答案：A， 

 



30．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具有周期性。资本主义再生产周

期中决定性阶段是 

A.危机阶段 

B.萧条阶段 

C.复苏阶段 

D.高涨阶段 

正确答案：A， 

 

31．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 

A.人与自然的关系 

B.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C.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 

D.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正确答案：C， 

 

32．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 

A.唯物史观 

B.唯心史观 

C.激变论 

D.庸俗进化论 

正确答案：B， 

 

33．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能对社会存在发展起促进作用，这是因为：（） 

标准答案：A 

A.它正确地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B.它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 

C.它对社会存在具有决定作用 

D.它继承历史上一切认识成果 

 

34．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是：（） 

标准答案：C 

A.致力于实现最广大的农民阶级的解放 



B.致力于实现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 

C.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绝对自由 

 

3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根据是：（） 

标准答案：A 

A.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B.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 

C.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D.本质与现象的关系 

 

36．“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衰邦”的说法是：（） 

标准答案：A 

A.否认必然性的非决定论 

B.否认偶然性的宿命论 

C.承认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的辩证决定论 

D.只承认必然性的机械决定论 

 

37．感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是：（） 

标准答案：B 

A.概念、判断、推理 

B.感觉、知觉、表象 

C.抽象性、间接性 

D.形象性、直接性 

 

38．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路线是：（） 

标准答案：A 

A.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路线 

B.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路线 

C.先验论的认识路线 

D.唯理论的认识路线 

 

39．把科学的实践观第一次引入认识论是：（） 

标准答案：C 

A.费尔巴哈哲学的功绩 

B.黑格尔哲学的功绩 

C.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绩 

D.康德哲学的功绩 

 



40．先进的社会意识之所以对社会存在起促进作用，在于：（） 

标准答案：D 

A.它不完全受具体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制约 

B.它有相对独立性 

C.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相互协调 

D.它符合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41．在生产关系诸方面内容中，最基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是：（） 

标准答案：C 

A.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 

B.产品的分配关系 

C.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 

D..产品的交换与消费关系 

 

42．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 

标准答案：C 

A.人民群众 

B.阶级斗争 

C.社会基本矛盾 

D.科技革命 

 

43．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 

A.矛盾分析法 

B.历史分析法 

C.阶级分析法 

D.定性分析法 

正确答案：A， 

 

44．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是：（） 

标准答案：C 

A.人与自然的关系 

B.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C.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 

D.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 

 

45．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是：（） 

标准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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