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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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学法指导

1．理解主要概念，把握核

心观点。

2．分析文中的议论方法和

论证结构，体会论证语言的准确

性。

3．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学习运用相关理论对

现实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

1．把握文章结构，理解各个部分

和文章主题之间的关系。

2．梳理文本的论证思路，并反复

朗读文本，体会议论文的特点。

3．树立在实践中发展和检验真理

的观念，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做

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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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 语言建构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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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福明，男，1935年7月生， 江苏无锡人。1955年9月就读于北京

大学新闻专业，翌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1962年毕业后，

到南京大学政治系(后更名哲学系)任教。曾任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主

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调至江苏省委工作，历任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

胡福明“改革先锋”称号，并为他颁发改革先锋奖章。他也被评为“真

理标准大讨论的代表人物”。

[资料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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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延续10年之

久的“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党面临着思想、

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是，这一进程受到“两

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

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党和国家的

工作在前进中出现徘徊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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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状况，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人们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党的十

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与此

同时，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要

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正确认识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

系，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时期，中央党校也作出规定，研

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

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据邓小平等

同志的思想，写一篇比较全面的关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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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组组长请胡福明为《哲学》专刊

撰稿，胡福明完成了两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后来，这篇文章经过反复修改，于1978年5月11日以“特约评论

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很快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

内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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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社　论

社论是新闻评论的一种，是最为重要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是报

纸编辑部就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在英文中，社论称Leader。又称

Editorial或Leading article，前者指的是“总编评论文章”，后者则有“

首席评论文章”之意。美国作者史本沙尔在《社论写作》一书中认为：

“社论是一种事实与意见的精确、合理与有系统的表白，为了娱乐，并

影响公众，也为了要解释新闻，使一般读者能够了解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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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识记

[基础梳理]

miù　

xuē　

páo　

zhōu　

jī　

tuǒ　

jiā　

jìn　g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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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　

碎　

堪　

勘　

捍　

悍　

昧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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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积累

(1)拨乱反正：治理混乱的局面，使恢复正常。

(2)谬论：荒谬的言论。

(3)无稽之谈：没有根据的言谈。

(4)五花八门：形容花样繁多或变幻多端。

(5)自吹自擂：自己吹喇叭，自己打鼓，比喻自我吹嘘。

(6)按语：作者、编者对有关文章、词句所做的说明、提示或考证。

(7)禁锢：封建时代统治集团禁止异己做官或不许他们参加政治活动；

束缚，强力限制。

(9)枷锁：枷和锁链，比喻束缚人的观念、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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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词填空】

(1)唐代大诗人李白“梦笔生花”的故事，不是全属____________。

(2)二  英成了当今词汇以后，各种媒体对它的“包装”可谓

____________。有的写成“二恶英”，有的写成“二恶因”，还有的写

作“二巫英”。

(3)真正的强大，不需要____________，而是靠实力说话。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____________，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全国很快呈现出安定团结、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无稽之谈　

五花八门　

自吹自擂　

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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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辨析

(1)制定·制订

相同点 都是动词，都有创制、拟定的意思。

不同点

制定：定出(法律、规程、政策等)。偏重于做出最后决定，
使完全确定下来，常与政策、法令、方针、路线等搭配。制
订：创制拟定。偏重于从无到有的创制、草拟而后的订立，
常与计划、方案等搭配。

情境运用

①_______法律法令，就是为了不让强者做什么事都横行霸
道。
②如果我们集思广益，我们也许能_______一个真正完善的
计划。

制定　

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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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形·原型

相同点 都是名词，有原来的意思。

不同点

原形：一是指原来的形状，二指本来面目(含贬义)。原型：

原来的类型或模型， 特指叙事性文学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

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情境运用
①地球最老古树重现_______，类似现代棕榈树。

②这篇小说以追日神话为______，表现主角不屈不挠的意志。

原形　

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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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思维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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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图解

[整体感知]

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

标准



第一单元　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中册

预习 语言建构与运用 探究 思维发展与提升 拓展 审美鉴赏与创造 积累 文化传承与理解 课  后  集  训

主旨探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

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

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

了“两个凡是”。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

思想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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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一篇社论，本文的开头有什么特点？

[提示]文章开门见山，以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并给出了肯定回答。

然后交代了写作本文的背景和目的，言简意赅，态度明确。

[文本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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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层层深入阐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这部分在论证上有哪些特点？

[提示](1)运用多种论证方法。

①引用论证。多处引用马克思、毛泽东的经典著作中的表述，增强

说服力。

②举例论证。以元素周期表的证明、太阳系学说的证实、马克思主

义的真理性为例证明观点。

(2)思辨性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

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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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者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对错误认识进行了辩证分析，请分析这

一部分的论述思路。

[提示](1)明确提出有些人的担心“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会削弱理论的意义”，从理论上正反两面进行分析，言简意赅。

(2)以“四人帮”的错误做法为反面例子，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确指导了实践为正面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担心是多余的。

(3)进而围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证明只有从实

践出发，才能驳倒修正主义。

(4)作者进一步提出了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观点，要不断研究新

事物、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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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怎样理解“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既具有绝对的意义，又具

有相对的意义”这句话的含意？

[提示]①就一切思想和理论都必须由实践来检验这一点讲，它是绝

对的、无条件的。

②就实践在它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无条件地完全

证实或完全驳倒一切思想和理论这一点来讲，它又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③今天的实践回答不了的问题，以后的实践终究会回答它，就这点

来讲，它又是绝对的。

④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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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堂小练]

【答案】B

【解析】A.“剖析”的“剖”读pōu。C.“炮制”的“炮”读páo。

D.“蒙昧”的“昧”读m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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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词语，书写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

A．肃清　　捏造　　锐利　　无稽之谈

B．签名  驳倒  催毁  篡党夺权

C．实践  舆论  辨证  混乱不堪

D．胡诌  枷锁  慎重  自吹自雷

【答案】A

【解析】B.“催毁”应为“摧毁”。C.“辨证”应为“辩证”。D.“

自吹自雷”应为“自吹自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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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面这段文字是从哪三个方面指出儒、道“离异而对立”的？

请简要概括，不超过20个字。

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乐观进取；一个出世，消极退

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就是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

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

经常对艺术和审美造成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这种框架

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和否定。

【答案】①人生态度。②美学观点。③对艺术和审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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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阅读下面这则新闻，完成后面的题。 

沈阳出版社日前出版发行了蒲松龄手稿《稿本聊斋志异》，该版本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手稿的细节特征，是一部最接近蒲氏手稿原貌的《聊

斋志异》版本，让读者可跨越时空，一睹蒲松龄真迹。

《聊斋志异》始作于清康熙初年，历时四十余年成书，是中国古典

短篇文言小说杰出的代表，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中唯一一部作者手稿

保存至今的作品。《聊斋志异》手稿本，是蒲松龄亲手誊抄的定稿本，

现存半部，藏于辽宁省图书馆，是辽宁省图书馆镇馆之宝，国家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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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出版的《稿本聊斋志异》精装全彩影印本，底本采用高清扫描，

色彩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手稿的细节特征，内文尺寸与原藏本一致。

[相关链接]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

先生，自称异史氏。

(1)请用一句话概括这则新闻的主要事实，不超过30个字。

(2)请用对联的形式给这则新闻拟一个标题，上下联各不少于5个字，

不多于10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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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1)蒲松龄《聊斋志异》手稿全彩影印本出版发行。

(2)示例一：松龄真迹再现，聊斋故事新编。示例二：但得真迹异志，

不负剑臣苦心。示例三：影印柳泉旧墨迹，书写聊斋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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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

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18个字。

在大多数国家，肥胖率攀升的同时，城市人口在不断增多，因此，

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度被归为“城市病”。然而，最新的全球卫生评估结果却显示，

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然》杂志最近发布了迄今为

止全球范围内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身体质量指数变化的最全面分析，

结果表明，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才是全球肥胖率不断

增长的主要原因。

【答案】①肥胖便和城市生活方式联系了起来　②肥胖并不是城市

所独有　③农村肥胖人口数量的上升



第一单元　语文　选择性必修　中册

预习 语言建构与运用 探究 思维发展与提升 拓展 审美鉴赏与创造 积累 文化传承与理解 课  后  集  训

拓展 审美鉴赏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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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素材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5月11日，《光明日报
》全文刊登；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全文刊载。一
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在刚刚经历了十年动乱、刚刚确定了“两个凡
是”的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今天回忆起来，“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似乎是一场哲学命题的学术之争，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
里，这一场大讨论却直接左右着中国的命运。否定“两个凡是”，也就
是否定了中国通向灾难的一条错误路线。“真理标准大讨论”，后来成
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端。1978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为这场大讨论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华国锋等人作了检查，全会确立了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素材采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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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同时，中央昭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大冤案——所
谓的“61人叛徒案”，开始了“拨乱反正”，开始“把颠倒了的是非再

颠倒过来”。因为“实事求是”，所以符合农村实际、符合农民意愿的

“大包干”自下而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因为实

事求是，才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改革；“实事求是”同样可以

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是第一生产力”

等思想的发源地。

[适用话题]“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领导才能”“改革开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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