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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凝结了人类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

１． 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
２． 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思想的

吸收

３． 对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和总结
（二）新世界观的形成过程

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２． 新世界观产生的历史界碑。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
二、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解决了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
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及其基本特征

１． 以实践观为核心的严整的科学的哲学体系
２． 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现时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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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性和开放性
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

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实践
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１．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
２． 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１．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２．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指导

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

第二章　 实践，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辩证发展规律

第一节 　 人的实践活动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科学的实践观及其理论意义

（一）实践：人类的存在方式

１． 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
２． 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形式
３． 实践的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作用
４． 实践的运行机制及其基本环节
（二）实践的世界观意义

１． 实践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
２． 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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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一）对世界本质的哲学探索

１． 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及其重要意义。哲学的物质范畴与自然
科学的物质结构理论的关系

２． 自然和社会的物质统一性。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
（二）意识与物质的关系

１． 意识对物质的依赖性。意识的本质
２． 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联系与区别
３． 意识的能动作用

第二节 　 辩证发展观及其基本规律

一、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一）两种发展观的对立

１． 联系的观点与孤立的观点。普遍联系的观点及其方法论意义
２． 发展的观点与静止的观点。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
（二）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

１． 规律及其特点
２． 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一）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１． 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２．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及其方法论意义
３． 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重点论和两点论
（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及其关系

１． 事物存在的质、量、度
２． 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３． 肯定和否定及其关系
４． 辩证的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三）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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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本质

（二）内容与形式

（三）必然性与偶然性

（四）原因与结果

（五）可能性与现实性

第三章　 认识，真理与价值

第一节 　 认识的基础和本质

一、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

（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旧认识论的区别

１． 反映论与先验论的对立
２． 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对立
３． 能动反映论与机械反映论的区别
（二）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作用

１． 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
２．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标准与逻辑证明的关系
二、认识的本质与结构

（一）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１． 主体对客体的反映
２． 反映过程中的能动性、创造性
（二）认识活动的系统结构

１． 主体系统、客体系统和中介系统
２． 认识过程中的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及其作用

第二节 　 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一、认识的辩证特性

（一）认识的辩证途径

１．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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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二）真理及其检验标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１． 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２． 实践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

二、辩证的思维方法与思维方式

（一）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１． 辩证思维的本质和基本方法
２． 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关系
（二）思维方式

１． 思维方式及其构成要素
２． 思维方式的功能
三、真理与价值

（一）价值与价值评价

１． 价值及其特点
２． 价值评价
（二）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

１．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区别
２． 追求真理与创造价值的统一

第四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第一节 　 社会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一、社会生活的本质与物质前提

（一）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与区别

１． 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２． 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规律的特点
３． 人的自觉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客观性
（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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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社会发展史奥秘的钥匙。生产方式在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

２． 自然环境、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
意义

二、社会的基本结构

（一）社会经济结构

１． 生产力的构成。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２． 生产关系的构成。经济关系与阶级结构
（二）社会政治结构

１． 政治上层建筑。国家的本质与职能
２． 国体和政体
（三）社会意识结构

１． 社会意识的构成与本质
２． 社会意识的具体形式
３．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动力

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１． 社会基本矛盾
２．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３．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４．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状况
（二）社会形态的发展

１． 社会形态范畴的方法论意义
２． 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统一性与多样性
二、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一）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与直接动力

１．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
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８·



２． 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阶级分析方法
３． 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
（二）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１． 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２． 科学技术社会作用的两重性与全球问题
（三）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１． 唯物史观考察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则
２．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群众史观与英雄史观的对立
３．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三节 　 人的本质与人的发展

一、人的本质与人的价值

（一）人的本质

１． 劳动是人的类本质
２． 社会关系是人的现实本质
（二）人的价值

１． 人的价值。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２． 人的价值的实现
二、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人的自由与发展

１．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２． 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人的全面发展
（二）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

１． 社会进步的内在根据和标准
２． 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３． 人类由自由王国向必然王国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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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哲学史

第一章　 哲 学 传 承

第一节 　 儒 家 哲 学

一、孔子与儒家学派的兴起

（一）儒家的概念

（二）孔子的仁学

１ 仁的基本含义
２ 仁与礼的关系
二、先秦儒家的其他代表及其思想

（一）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分化

（二）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１ 孟子及其哲学
２ 儒墨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的对立
３ 荀子及其哲学
（三）《周易》与易学

三、董仲舒与汉代经学

（一）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改造

（二）儒学统治地位的初步确立

１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２ 经学的神学化
四、宋明新儒学的兴起

（一）新儒学的概念

１ 新儒学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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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儒家道统说的缘起与修正
（二）新儒学的概貌

１ 理学与非理学
２ 北宋五子与濂洛关闽
３ 理学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
（三）理学的主要理论形态及其派别

１ 理本论———程朱道学（理学）派
２ 心本论———陆王心学派
３ 气本论———张王气学派
五、明末至清中叶对理学的总结批判

（一）“实学”的兴起

（二）明清实学的概念与价值

（三）颜元哲学的特色

（四）戴震对理学的批判

第二节 　 道 家 哲 学

一、老子与道家学派的兴起

（一）道家的概念

（二）老子与《老子》

（三）老子的思想

１ 无为与有为
２ 道生万物与“反者道之动”
３ 老子之后道家的主要代表
二、庄子及其哲学

（一）庄子与《庄子》

（二）庄子哲学的特点

１ “齐物”论与“逍遥游”
２ “老庄”之学的发展
三、道家与道教

（一）道家向道教的演变

·１１·



（二）道家、道教与儒家的关系

第三节 　 魏 晋 玄 学

一、玄学的创立

（一）玄学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儒道兼综”与玄学的主题

二、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和基本内容

（一）主要发展阶段和派别

（二）名教与自然之辨

三、玄学的消解

（一）玄学的困境

（二）玄学让位于佛学

第四节 　 隋 唐 佛 学

一、中国佛教的形成

（一）佛教的传入与鼎盛

（二）原始佛教的基本观点

１ 四谛
２ 三法印
二、隋唐佛教的主要宗派和基本观点

（一）主要宗派

（二）基本观点

１ 三谛圆融
２ 万法唯识
３ 法界缘起与四法界
４ 顿悟成佛
三、佛教与儒、道的融合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

（二）三教合一的理论归属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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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天 人 之 际

第一节 　 天人之际的基本范畴和命题

一、天人之际的基本范畴

（一）天人范畴的产生

（二）“天”范畴的多样性含义

１ 自然之天
２ 主宰之天
３ 本体之天
４ 至善境界
二、天人之际的基本命题

（一）天人合一

（二）天人有分

（三）科学地概括和评价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 　 天人理论的历史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理论

（一）殷周天命论的缘起与敬天怨天思想

（二）孔子天人观的矛盾

（三）孟子的天人合一

（四）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

二、汉代的天人理论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二）王充的天道自然

１ 天体与元气
２ 对天人感应论的批判
三、唐代天人观的发展

（一）柳宗元的天与人“不相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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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

１ “阴骘之说”与“自然之说”的对立
２ 天与人交相胜
３ 天人交相胜的社会条件和理论根源
四、宋明理学的天人理论

（一）“性与天道”问题与心性之天

（二）理学主要派别的天人观

１ 道学派的天人观
２ 心学派的天人观
３ 气学派的天人观
五、近代哲学的天人观

（一）近代哲学天人观向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转型

（二）近代哲学天人观的主要观点

１ “天予人权”说
２ “天演”说
３ “人类”原则与“人事胜天”

第三章　 本 末 体 用

第一节 　 本末体用问题的缘起

一、本末体用范畴的形成

（一）本末范畴的提出

（二）体用范畴的提出

二、本末体用与其他同类型范畴

（一）本末体用与道器“上下”

（二）本末体用与有无

第二节 　 本末体用范畴的成熟

一、魏晋玄学的本末体用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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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学的“玄之又玄”

（二）王弼的本末体用观

二、唐代儒释道三家对道器体用的规定

（一）本末体用向道器体用的概念转换

（二）儒家关于道器体用的基本观点

（三）佛教哲学的体用观

１ 法藏的体用圆融
２ 惠能的体用不二
（四）道教哲学的体用观

（五）体用相即不离与三教

第三节 　 道器体用问题的深化

一、宋元明清时期的体用观

（一）“本体”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二）理学的理气、道器之辨

（三）王夫之的“天下唯器”说

（四）戴震对道器上下的重新解释

二、近代哲学的体用观

（一）中体西用与严复对此的批评

（二）近代新型的器体道用观

１ 谭嗣同的器体道用说
２ 孙中山的物质为体，精神为用

第四章　 心 性 之 辨

第一节 　 心性论的缘起

一、心性理论的发端

（一）心性范畴的提出

（二）心性范畴的多样性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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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心性概念的界定
２ 心性同一的逻辑起点———尽心知性知天
二、人性善恶的思辨

（一）孟子以前中国哲学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二）性善论的提出

１ 孟子对三派观点的总结
２ 性善论对善恶现实的解释
（三）性恶论的提出

１ 性恶与性善的对立
２ 性恶论对人性的解释。性善与性恶的相容性
３ 性恶论的矛盾
４ 人性“自为”对性恶论的发展

第二节 　 心性本体论的基本形态

一、心性与本体

（一）识心见性

１ 识心见性的含义
２ 性空与性有
（二）心性天合一

（三）心统性情

二、心性理的融通

（一）心即理与性即理的提出

（二）心即理的不同含义

１ 朱熹的心即理
２ 陆九渊的心即理
３ 王守仁的心理为一及其对朱熹的批评
（三）心即理与性即理的沟通

第三节 　 人性善恶观的发展与深化

一、性三品与性善情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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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三品及其对善恶矛盾的解决

１ 董仲舒的性三品
２ 王充的性三品
３ 韩愈的性（情）三品
（二）李翱的性善情恶

二、性善、本静与性本情用

（一）性善与三教的调和

（二）王安石的性本情用

三、天命气质与天理人欲

（一）天命与气质

１ 张载的“变化气质”说
２ 二程的本原之性与生之谓性
３ 朱熹对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规范和总结
４ 王夫之的性日生日成
５ 颜元的形性俱是天命
（二）天理与人欲

１ 天理人欲的概念
２ 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存理灭欲
３ 天理与人欲的统一———存理于欲
（三）性（情）无善恶

１ 古代社会的性无善恶
２ 近代社会的性无善恶

第五章　 知 行 互 动

第一节 　 知行难易说

一、知易行难

（一）知、行范畴和知易行难命题的提出

（二）知易行难与知先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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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行两难与先难后易

（一）知行两难对知易行难的修正

（二）知行先难后易

三、知难行易

（一）知难行易的提出

（二）知难行易的理论意义

第二节 　 知行先后说

一、知先行后

（一）知先行后的提出

（二）二程对知先行后的基本规定

（三）知先行后的相对性

１ 朱熹对知先行后的限制和修正
２ 知行相须对知先行后的修正
二、知行合一

（一）知行合一的提出

（二）知行合一的含义

三、行先知后

（一）行先知后的提出和阐发

（二）行先知后的相对性与知行互动

（三）知行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知行的统一

１ 不知而行
２ 行而后知
３ 知而后行

第三节 　 知行轻重说

一、知先行后与重行

（一）行的绝对性与知的相对性

（二）行对知的意义和作用

１ 行是对知的检验和认识活动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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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行是知的落实和行要“硬做”
二、知行互发与重行

（一）“知”的层次与知行互发

（二）“真知”出于行与知行兼举

三、行先知后与重行

（一）行是知的目的和来源

１ 知以行为功
２ 行可兼知出知
（二）知识全出于习行

１ 知识学问须是身上行出
２ 习行方能实用
四、重行主义与知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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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三篇　 西方哲学史

第一章　 古 代 哲 学

第一节 　 早期希腊自然哲学

一、伊奥尼亚哲学

（一）米利都学派的本原论

１ 泰勒斯
２ 阿那克西曼德
３ 阿那克西美尼
（二）赫拉克利特的朴素辩证法

１ 一切皆流，无物常住
２ 万物根据逻各斯而生成
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４ 自然惯于掩盖自己
二、南意大利哲学

（一）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数目哲学

１ 数是万物的本原
２ 宇宙是天体的和谐
３ 灵魂学说
（二）巴门尼德的存在哲学

１ 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
２ 论存在
３ 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
三、多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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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

１ “四根”与“友爱”、“争吵”
２ 同类相知与流射说
３ 灵魂轮回说
（二）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论

１ 无限的“种子”是万物的本原
２ 自主的理智是运动的原因
３ 异类相知说
（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１ 原子与虚空
２ 认识论
３ 伦理思想

第二节 　 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

一、智者的启蒙

（一）普罗泰戈拉

１ 人是万物的尺度
２ 一切理论都有其对立的说法
（二）高尔吉亚

二、苏格拉底的德性论

（一）认识你自己

（二）德性即知识

（三）“是什么”的问题

（四）助产术

三、柏拉图的理念论

（一）理念

（二）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

１ “日喻”
２ “线喻”
３ “洞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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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忆说和灵魂转向说

１ 回忆说
２ 灵魂转向说
（四）对理念论的反思

（五）通种论

四、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

（一）科学分类

（二）原因论

１ 四因说
２ 形式与质料
３ 潜能与现实
（三）存在论

（四）实体论

第三节 　 晚期希腊哲学

一、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亚学派

（一）伊壁鸠鲁主义

（二）斯多亚学派

１ 早期斯多亚学派
２ 晚期斯多亚学派
二、怀疑主义

（一）毕洛主义

（二）晚期罗马怀疑主义

１ 爱那西德穆的十种论证
２ 阿格里帕的五种论式
三、新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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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 古 哲 学

第一节 　 基督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一、基督教的产生

二、基督教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三、基督教哲学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

一、教父哲学

二、经院哲学

（一）唯实论与唯名论

（二）托马斯·阿奎那与经院哲学的繁荣

１ 哲学与神学
２ 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
３ 温和的唯实论
（三）唯名论的复兴与经院哲学的解体

第三节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一、文艺复兴

（一）文艺复兴

（二）人文主义

二、宗教改革

（一）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说

（二）加尔文的“先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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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近代哲学的起源

第一节 　 近代哲学的精神

一、近代哲学的历史背景

（一）世界的发现

（二）人的发现

（三）科学的发现

二、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三、近代哲学的精神

第二节 　 唯理论的发展

一、笛卡尔

（一）方法论与认识论

１ 方法论原则
２ 理性演绎法
３ 天赋观念论
４ 怀疑方法
（二）形而上学

１ 我思故我在
２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３ 关于外部事物存在的证明
二、斯宾诺莎

（一）实体学说

１ 实体
２ 属性
３ 样式
（二）认识论

１ 知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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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真观念
（三）伦理学

１ 情感与理性
２ 至善
３ 自由
三、莱布尼茨

（一）单子论

１ 单子的特性
２ 单子的等级
３ 连续性原则
４ 预定的和谐
（二）认识论

１ 对经验论的批判
２ 天赋观念论
３ 两种真理

第三节 　 经验论的演变

一、洛克

（一）白板说

（二）经验

（三）观念

１ 简单观念
２ 两种性质的观念
３ 复杂观念
（四）知识

１ 观念之间的关系
２ 知识的等级
３ 知识的实在性
４ 人类知识的范围
二、巴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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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即被感知和感知

１ 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
２ 存在就是被感知
３ 存在就是被感知和感知
（二）物是观念的集合

１ 批判洛克
２ 物是观念的集合
３ 物质是虚无
（三）科学与宗教

三、休谟

（一）经验论的基本原则

（二）温和的怀疑论

（三）因果观

１ 两种知识
２ 因果知识的来源
３ 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第四章　 法国启蒙运动

第一节 　 社会政治学说

一、孟德斯鸠

（一）法的精神

（二）政体的性质和动力原则

（三）权力分立与政治自由

（四）地理环境决定论

二、伏尔泰

（一）经验论

（二）自然神论

（三）社会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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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卢梭

（一）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二）社会契约论

四、爱尔维修

（一）肉体的感受性

（二）利益论

（三）环境与意见

第二节 　 机械唯物主义

一、拉美特利

（一）心灵和身体的关系

（二）人是机器

（三）无神论思想

二、狄德罗

（一）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

（二）观察、思考和实验

三、霍尔巴赫

（一）自然的整体性和必然性

（二）对宗教的批判

第五章　 德国古典哲学

第一节 　 康 　 　 德

一、哥白尼式的革命

（一）康德的问题

（二）哥白尼式的革命

（三）先天综合判断

（四）批判哲学

二、理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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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与时间

（二）知性为自然立法

１ 范畴
２ 先验演绎
３ 知性为自然立法
（三）形而上学批判

１ 理念
２ 先验幻相
３ 二律背反
三、实践理性

（一）自由即自律

（二）定言命令

（三）实践理性的公设

四、判断力

（一）判断力

（二）美学

（三）目的论

第二节 　 费希特与谢林

一、费希特

（一）对康德的批判

（二）绝对自我

（三）知识学

二、谢林

（一）对费希特的批判

（二）同一哲学

１ 自然哲学
２ 先验哲学
３ 艺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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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黑 　 格 　 尔

一、实体即主体

（一）实体即主体

（二）思想的客观性

（三）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二、逻辑、自然和精神

（一）《精神现象学》

（二）《逻辑学》

１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２ 阴影的王国
３ 世界的逻辑结构
（三）《哲学全书》

三、辩证法

（一）方法问题

（二）辩证的否定

（三）哲学的圆圈

·９２·



第四篇　 科 学 哲 学

第一章　 科学与哲学

第一节 　 从自然哲学到科学哲学

一、科学哲学的由来与定位

（一）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及其缺陷

１． 黑格尔思辨的自然哲学
２． 黑格尔自然哲学的缺陷
（二）从老实证主义到新实证主义

１． 孔德的实证科学哲学
２． 穆勒的全归纳主义
３． 实证主义的特点及影响
（三）新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其困境

１． 新实证主义的基本特征
２． 新实证主义的困境
３． 对经验论教条的抨击
二、科学与哲学关系的历史演变

（一）在古代，自然哲学既是当时的哲学，也是当时的科学

（二）实证科学在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从自然哲学中独立出来，成

为人类知识活动的主角，最终形成与哲学不同的学科门类

（三）科学能否抛弃哲学的思辨方法

（四）正确看待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三、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一）科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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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实证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基本特征
２． 可检验性的意义
３． 可检验性与理论思维
（二）哲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１． 哲学认识方法的基本特征
２． 哲学思辨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
３． 科学与哲学的新关系

第二节 　 科学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一、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

（一）预设主义

１． 预设主义的基本特点
２． 科学合理性标准
（二）相对主义

１． 预设主义的局限
２． 逻辑的静态分析与历史的动态分析
（三）预设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互补性

二、程式化的努力

（一）程式化的理想目标

（二）程式化努力的里程碑

１． 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方法论
２． 弗朗西斯·培根对科学方法论的贡献
３． 现代归纳主义观点
４． 电子计算机与思维程式化的可能
三、摆脱固定方法程式的束缚

（一）有关方法的程式化努力，不应当限制人类认识的无限可能性

（二）具有创造个性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中往往表现出各种相互对

立的特征

（三）科学发现并无一定之规，常常要另辟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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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学的逻辑结构

第一节 　 科学事实与归纳

一、科学事实与科学规律

（一）事实问题

（二）客观事实与科学事实

１． 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
２． 认识论意义上的事实
３． 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关系
（三）科学规律

１． 必然规律
２． 统计规律
二、归纳问题及其意义

（一）关于归纳方法的争论

（二）归纳问题及其实质

（三）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的关系

三、科学归纳法和统计方法

（一）科学归纳法

（二）统计方法

１． 大数现象
２． 大数现象的两种基本类型

第二节 　 科学假说与理论结构

一、作为理论方案的假说

（一）科学假说

１． 科学假说是科学性和假定性的辩证统一
２． 狭义的假说和广义的假说
（二）判别科学假说是否转化为科学理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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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理论的功能

（一）科学理论

１． 逻辑简单性
２． 内在无矛盾性和完备性
３． 可检验性
（二）科学的解释功能

１． 科学解释的意义
２． 科学解释的类型
（三）科学的预见功能

三、科学知识的逻辑模型

（一）假说—演绎方法形成的历史

１． 亚里士多德的归纳—演绎程序
２． 罗吉尔·培根的归纳—演绎图式
３． 假说—演绎模型的确立
（二）假说—演绎模型的发展

１． 现代假说—演绎模型
２． 波普的演绎模型

第三章　 科学的实验基础

第一节 　 实验方法的意义和作用

一、实验方法的认识论意义

（一）科学实验是科学认识活动的基础

１． 实验方法是证明和发展科学知识的有效手段
２． 理论改进与创新的原动力来自实验及其结果
（二）实验是近现代科学最伟大的传统

二、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

（一）科学观察

１． 观察与科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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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体在观察中的能动作用
３． 观察方法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４． 观察的局限性
（二）科学实验

１． 科学实验与观测
２． 模型实验
３． 观察与实验的关系
三、科学实验的一般作用

（一）科学实验的基本作用

１． 提供某种事实材料以加强或者反驳某一假说
２． 提供新鲜的事实材料，它们构成新假说或新理论的经验基础
（二）科学实验的相对性

１． 不能把任何具体的实验结果偶像化
２． 实验证明本身的相对性

第二节 　 科学实验的结构和特点

一、科学仪器与测量问题

（一）科学仪器是人类感官的延长

１． 感官的局限性与人类的认识能力
２． 科学仪器的作用
（二）测量的地位

１． 测量的目标与测量结果中的常数
２． 测量是定性和定量的统一
（三）测量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１． 测量为运用数学概念和技术去研究自然提供了必要条件
２． 测量精炼了科学结构
３． 测量作为一种说明具有简洁性、准确性、普遍性和不变性
（四）测量的哲学意义

１． 测量与计量技术
２． 测量问题对认识论提出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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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实验的主客体结构

（一）实验活动的结构

（二）实验活动的主观方面

１． 对现象作实验研究的前提是对现象作理性分析
２． 实验活动的主观方面所包括的内容
（三）实验活动的客观方面

１． 为什么把实验手段和研究对象统一在认识论的客体范畴中
２． 为什么把认识论的客体分为实验研究的客体和实验研究的手

段两部分

三、科学实验的特点

（一）简化、纯化以至强化自然过程

（二）通过各种形式实行模型化原则

（三）必须具备可重复性

第三节 　 经验规律与理论规律

一、可观察性与两类规律

（一）可观察的意义

１． “可观察”的说法在现代科学中的含义
２． “可观察”的现象与“不可观察”的现象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
（二）经验规律与可观察性

（三）理论规律与不可观察性

二、理论规律的预言能力

（一）理论规律的获得途径与验证路径

１． 理论规律不是作为经验或事实的概括而被陈述出来的
２． 理论规律可以解释已经形成的经验规律，并且可以导出新的经

验规律

（二）理论规律构造的普适性及其预言能力

１． 创立新理论的最高价值在于它对新经验规律的预言性
２． 理论提出新规律的能力越大，它的预言能力就越强
三、从理论规律导出新的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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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规律通过什么方式导出经验规律

１． 提出一种将理论词语与可观察词语联结起来的规则集合
２． 数学实体与物理学理论体系的联系与差异
（二）运用对应规则从理论规律导出经验规律的特点

１． 开放性
２． 无终结性
（三）运用对应规则把理论词语转化演绎为可观察词语

第四章　 科学发现的逻辑

第一节 　 辩护与发现

一、证明的逻辑与对发现的关注

（一）知识的经验论证问题

１． 辩护的任务
２． 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辩护原则
（二）对发现逻辑的关注

１． Ｎ．汉森对“发现的模式”的研究
２． 把科学探索活动看作逆推过程
二、科学中的创造性

（一）创造性

１． 由问题激发的创造过程
２． 在突破和复制之间达到最有利的平衡
（二）发散性思维与收敛性思维

１． 发散性思维
２． 收敛性思维
３． 必要的张力
（三）传统与创新的互补

三、从言传到意会

（一）言传知识与意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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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两类知识
２． 意会知识的特点和意义
（二）知道是何和知道如何

１． 知道是何和知道如何的意义
２． 知道是何与知道如何的关系
（三）猜测、假设的或然性和理论的可接受性

１． 发现与辩护间的真正区别
２． 发现与辩护之间没有一道鸿沟

第二节 　 直 觉 思 维

一、逻辑与直觉

（一）意识活动与下意识活动

（二）直觉思维

１． 直觉和灵感
２． 直觉思维区别于逻辑思维的重要特征
３． 产生直觉思维的主客观条件
４． 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在科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中互为补充
二、灵感的激发

（一）自觉地激发灵感

１． 分析灵感的意义
２． 灵感与艰苦劳动
３． 灵感产生的前提条件
４． 如何激发与抓住灵感
（二）科学美感的启迪

１． 真、善、美目标的一致性
２． 特殊的科学美感是科学创造性的标志
３． 美学标准与经验标准、逻辑标准
４． 培养对科学美的敏锐感受能力
三、机遇及其利用

（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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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机遇是蕴含着转化为必然条件的偶然
２． 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二）有意识地利用机遇

１． 主动增加机遇的出现率
２． 注意线索，保持对意外事物的警觉性
３． 善于解释线索
４． 具有坚持的胆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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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伦　 理　 学

第一章　 伦理学的学科及其外部关联

第一节 　 伦理概念与伦理学学科

一、伦理学的对象

二、伦理学学科的发展

三、伦理学学科的内部划分

（一）描述伦理学

（二）规范伦理学

（三）元伦理学

（四）应用伦理学

第二节 　 伦理学的外部关联

一、道德与法律

二、道德与政治

三、道德与宗教

四、道德与心理

第二章　 道德及道德规范

第一节 　 道德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道德的客观多样性及其相对性

二、道德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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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界说“道德”

第二节 　 道德规范概说

一、道德规范的性质

（一）规范的普遍性

（二）道德规范的特殊性

（三）道德规范的主客观统一性

二、道德规范的表现形式

（一）约定俗成性道德规范

（二）理性加工的道德规范

三、道德规范的他律性与自律性

（一）道德规范的他律性

（二）道德规范的他律性的依据

１ 社会存在与道德规范的他律性
２ 理解为社会理性的他律性
（三）道德规范的外在导向功能

１ 道德规范的导向性
２ 导向功能的内在依据
（四）道德规范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化

１ 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个体发生过程
２ 从他律向自律转化的历史发生过程
３ 道德主体自身的意志向度

第三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要求

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

二、社会公共生活领域里的道德规范

（一）社会主义公共生活规则

（二）公共领域道德规范三个方面的内涵

（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１ 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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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三、五个基本规范

（一）爱祖国

（二）爱人民

（三）爱劳动

（四）爱科学

（五）爱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要求

（一）社会主义的功利原则

（二）诚信原则

（三）公平原则

五、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第三章　 道德义务与道德良心

第一节 　 道 德 义 务

一、道德义务的分类

二、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

第二节 　 道 德 良 心

一、良心的形成

（一）解释良心起源的不同学说

（二）道德情感的形成发展及良心的形成

二、良心的内涵

三、良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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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 德 行 为

第一节 　 道德行为概说

一、行为与躯体活动的区别

二、道德行为的基本内容

三、道德行为的特征

四、道德行为的内在区分

第二节 　 道德行为的机制

一、道德行为诸要素的关系

（一）道德行为是意识行为

（二）道德意识中诸要素

１ 欲望与需要
２ 动机
３ 目的
４ 情感
５ 意志
二、道德行为过程

（一）自觉选择与责任

（二）行为选择中的动机与效果

（三）行为选择中的目的与手段

（四）行为选择中的理智与情感

（五）行为是内外因素的综合

三、道德行为中的知行关系

（一）理智的作用

（二）知与行

１ “知”的两种涵义
２ 应当之知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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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德行为与道德品质

（一）道德品质的形成

（二）道德品质与道德行为的辩证关系

（三）基本的道德品质要求

第五章　 道 德 选 择

第一节 　 道德选择的机制

一、选择与道德选择

（一）选择

（二）道德选择

二、道德选择的心理机制

（一）认识在选择中的作用

（二）情绪、情感与意志的作用

三、道德选择的社会制约性

（一）道德选择与社会结构

（二）道德选择与道德冲突

１ 道德主体的内在冲突的特征
２ 主体内道德冲突的形式
３ 同一价值体系内的道德冲突
４ 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道德冲突

第二节 　 道德选择的自由

一、绝对自由论和机械决定论辨析

（一）绝对自由论

１ 绝对自由论观点
２ 绝对自由论辨析
（二）机械决定论

１ 机械决定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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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机械决定论辨析
二、道德选择与社会自由

三、道德选择与意志自由

（一）意志自由的定义

（二）意志自由的特性

（三）意志自由与道德生活

第三节 　 道德选择的责任及其实现

一、道德选择的责任

（一）选择与责任

（二）社会历史条件与选择责任

二、道德选择的尺度

（一）道德选择尺度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二）道德选择尺度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三、道德选择的规定性

（一）自主

（二）自决

（三）自控

第六章　 道 德 评 价

第一节 　 道德评价的形式与作用

一、道德评价

二、道德评价的形式

（一）道德的社会评价

（二）道德的自我评价

（三）道德的社会评价与自我评价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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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道德评价的标准

一、善与恶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一）善恶概念

（二）善恶标准的绝对性

（三）善恶标准的相对性

二、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

（一）历史合理性和道德合理性的概念

（二）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关系

第三节 　 道德评价的依据

一、对动机论与效果论的历史考察

二、动机论和效果论的对立

（一）康德的动机论

（二）对康德动机论的评价

（三）功利主义的效果论

（四）对功利主义效果论的评价

三、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观

（一）动机与效果的概念

（二）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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