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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质与核心-矛盾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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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第一框 人的认识从何而来
           第二框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

核心素养目标
核心素养              学习目标

政治认同：牢固树立实践第一的观
点
科学精神：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
性的唯一标准
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自觉地
尊法、守法、护法
公共参与：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
理，在实践中检验发展真理

1.识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含义、形式

，理解二者的关系。

2.识记实践的含义，理解实践的特征。

3.知道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理解实践是

认识的基础。[重点＋难点] 

学习目标



1.认识的含义？两种形式(两个阶段)? 感性认识的含义、形式?理性认

识的含义、形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2.实践的含义?三种形式？三个特点?

3.理解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4.理解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5.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6.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阅读课本P48-53页，思考下列问题，在课本做好标记。

自主学习



一、精讲（15分钟）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积极的（≠被动的、消极的反映）   对象
 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的思维

1.认识的含义:

   主体
人类特有，
动物没有

一  认识与实践

区别：意识和认识

1.体系不同： 意识属于唯物论 认识属于认识论。 对应的概念不同： 意识与物质对应 认识与实践对

应

2.含义不同： 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含主动形成和被动接受）。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能

动反映（主动形成）

3.层级不同 ：意识包括感觉和思维；认识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联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属于主观世界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水平的反映形式,也

是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

比较项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区     

别
内涵

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
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
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认识

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
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全
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性的认识

形式 感觉、知觉和表象 概念、判断和推理

地位 认识的初级阶段 认识的高级阶段

联系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深化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二者相互渗透、相
互包含,具有辩证统一关系

2.认识的形式:

注意：

1.既没有纯粹感性的认识，也没有纯粹理性的认识，二者也没有绝对的界限，往往感性认识中有理性，理性认识中有感

性。

2.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理性认识不一定都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

3.认识的根本任务：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感觉：看到颜色、闻到味道

、触摸到形状等（个别属性

）

知觉：对苹果整体认知

表象：当苹果不在眼前时，

根据记忆可以浮现它的样子

。

概念：用语言概括出苹果的本质属

性，具有抽象性。

判断：哪种是苹果，哪种不是苹果

。

推理：根据苹果落地，得出万有引

力规律。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认识的根本任务：是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经过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生动的直观” “抽象的思维”



实 践 是人 们改 造客 观 世 界的 物 质 性 活 动。

主体：
人 ≠动物 

人类特有

性质：物质性活动
≠主观思维活动 ≠认识活动
（思考、辩论、认识、言论等
都不是实践）

（1）实践的含义

3.实践的含义及其特点

对象：
自然界，
人类社会

包括三层含义：
①实践是以人为主体的，这意味着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

②实践是以客观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为对象的物质性活动，这意味着实践是

实实在在的行动，不是纯主观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

③实践是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它可以把人们头脑中观念中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蜜蜂筑巢、老鼠打洞、小狗觅食？



（2）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

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在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基本的

实践活

动形式

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

变革社会的实践

探索世界规律的

科学实验活动等

自然科学实验，如研制新冠疫苗等

社会科学实验，如高考改革试点等

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植树造林、耕地种田、兴修水利等）

在阶级社会 中，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

其他的一些实践形式（教育实践、医疗实践、艺术实践）



1. 猩猩用树枝勾食蚂蚁

2. 改革开放

3. 学生听课

4. 教师上课

5. 工人修建港珠澳大桥

6. 科学家研发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
√
×
√
√
√

Ø 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

Ø 科学实验活动

Ø变革社会的实践

Ø动物的活动不是实践

Ø纯思维的活动不是实践

Ø教育实践

根据实践的含义，判断下列哪些活动属于实践？



国家电网人

电力供应

技术

设备

如何理解“直接现实性”

    作为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实践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存在变为现实
的存在。

桥梁【客观】设计方案【主观】 修建桥梁【实践】

  补充：实践是连接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



②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

②实践活动的过程是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结果是受客观
事物及其运动规律制约的，也具有客观性。

①实践的基本要素是客观的（包括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和实践的手
段都是客观的）

关键词：主体、对象、手段、工具、环境侧重点：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3）实践的特点：

实践主体（人） 实践对象（客观事物） 实践手段（工具设备）



改造自然界的实践中
表现:

创造新的物质生活资料

创造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原因:

改造社会的过程中

物质生活资料：人生活过程中需要的物品，如衣食住用行等，它是由劳动生活产生和

提供的。

社会结构：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有经济结构（就业或分工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

结构）、政治结构（政党、政权机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结构（物质文化、精神

文化等）。

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

（3）实践的特点

③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

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人将在实践中形成的认识用于指导实践。

关键词：蓝图、计划、方案、规划



④社会历史性 

 实践不是单个人的孤立
的活动，而是处在一定
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

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实践活动受到一定历史
条件的制约，是一定历
史阶段的产物。

社会性

历史性
从古代的天文观测，到近代的火箭发射，

再到现代的深空探测，人类一直在不断地

拓展自己的视野，探索未知的世界。

3.实践的特点

单个人的实践活动存在吗
？  关键词：合作、共同、团队

关键词：当时条件、历史阶段

神舟十六号是在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发射成功的



特点 区别 解读 关键词

直接现
实性

与意识的间接现实性区分

实践把人们头脑中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
存在。实践是连接主观和客观的桥梁，实
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客观物
质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人的认识活动
的区别所在，坚持这点，在实
践观点上就坚持了唯物主义。

强调实践的基本构成要素(主体、对象和
手段)、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的客观性，
强调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主体”“对象”
“手段”“结果”

主观能
动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动物本能活动
的区别所在。坚持这点，在实
践问题上坚持了辩证法。

强调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客
观世界的活动，制定“计划”“方案
”“规划”等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计划” “方案”
“规划”

社会历
史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孤立的个人活
动的区别所在

强调实践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
活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实践
的内容、形式、规模和水平有所差异;

①强调“合作”，受横
向因素的影响-社会性；
②强调历史过程，受纵
向因素的影响一历史性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在实践活动中，人能借助一定的手段，同客观物质对象发生关

系，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二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认识）

①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受伤有病的人很多。没有麻醉药，手术时病伤员
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名医华佗因一次饮酒过量发现：酒有麻醉作用。他就
叫病人手术前先喝酒减轻痛苦。可有的大手术，光用酒来麻醉不能解决问
题。

  后来华佗听说吃了洋金花会人事不省。他亲自冒死尝试，经过不同配方
炮制，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麻醉效果更好。华佗
给它起个名字--叫麻沸散。

 华佗对麻醉药的认识是怎么来的？

（侧重于“认识从何而来、从无到有
”）



直接经验

间接经验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实践是
认识唯
一来源

认
识
途
径

秀才不出门，难知天下事

注意：

1.认识的来源只有一个——实践

  获得认识的途径两个——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2.但不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都是实践的产物。

3.不论认识正确与否，都是来源于实践。

亲身实践

获得认识

通过知识的学习
和传递
获得认识

认识的来源≠获得认识的途径



①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                   

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③为了学游泳，就得下水                           

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⑤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

⑥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樵人。

⑦竹外桃花三两支，春江水暖鸭先知。

⑧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⑨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体现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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