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一练——题目 

1.温家宝总理把勤政比喻为“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某终”，体现的哲理是（） 

A.意识具有主动创造性      

B.自觉选择性 

C.社会物质性        

D.目的性和计划性 

 

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国对城市化进程

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的关切，引领人们更多地去思考“什么是美好城市和美好生活”。上海世

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表明 

①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             ②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③社会意识总是与时俱进的           ④社会意识变化推动社会发展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3．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不能笼统地说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

作用。”这一论断中所包含的哲理是（    ）  

A．在复杂事物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  

B．事物是普遍联系的  

C．事物是变化发展的 

D．矛盾双方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有主次之分 

 

4.王充与范缜在思想上的共同点是（    ）。 

A．自然现象都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 

B．人的精神与肉体相互依存 

C．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 

D．大自然是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5.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其不确定性是因为(    )。 

A．有些真理无需经过实践来检验 

B．任何实践检验都需要一定的逻辑证明为补充手段 

C．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社会实践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 

D．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各有不同的实践标准  

 

6.下列属于唯心主义观点的是（    ） 

A.世界是主观精神的产物                 

B.世界史客观精神的产物 

C.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               

D.世界史静止不变的 

 

7.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是（    ）的过程。 

A.实践-认识-实践                       

B.概念-判断-推理 

C.感觉-知觉-表象                       

D.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 

 

8.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 

A.关于人的本质问题                     

B.人与周围世界的基本联系问题 

C.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D.哲学与人类生存活动联系问题 

 

9.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 ，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这是（    ） 

A.唯心主义的观点                       

B.历史循环论的观点 

C.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D.折衷主义的观点 



 

 

 

10.“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这是

(    )的一种观点。 

A.朴素唯物主义                         

B.庸俗社会学          

C.辩证唯物主                          

D.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每日一练——参考答案 

1【答案】D 

【解析】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政好像务农，要日夜思考它，思考它的开始又思考怎样使它

取得圆满的结果，天天从早到晚去实行它。”很明显，体现的是目的性和计划性。因此本题

选择 D选项。 

 

2【答案】A 

【解析】从题干可以看出，上海世博会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对当今面临问题的反映，

且“引领人们更多的去思考”，故①②符合题意要求。③说法错误，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④说法不准确，意识是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因此本题选择 A。 

 

3【答案】D 

【解析】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起决定性作用，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的，因此选 D。 

 

4【答案】C 

【解析】王充是东汉时期的，范缜是南北朝时期的。这三位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5【答案】C 

【解析】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又称“真理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其中，实践

标准的不确定性，即真理标准的相对性，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对认识的每一次检验都

不具有最终完成的性质，即不能完全证实或驳倒现存的一切真理性的认识，而只能证实或驳

倒当时的部分认识。人类的实践总是具体的，受时间、地点、历史条件 和认识深度等多方

面的限制，都有其局限性和相对性，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一定的方面、一定的局部和一

定的层次对人类的认识作出检验，而不能不受局限地检验人类的所有认识。否认实践标准的

相对性，就会把实践和认识绝对化、凝固化，导致形而上学，阻碍真理的发展。因此选 C。 

 

6【答案】C 

【解析】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方面意识和物质何为第一性，划分出来



 

 

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认为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唯心认为意识第一性，意识

决定物质。 

 

7【答案】A 

【解析】毛泽东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

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认识的完整过程。所以认识的

完整过程应该是：实践-认识-实践。 

 

8【答案】C 

【解析】恩格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9【答案】C 

【解析】马克思一大理论贡献就是将唯物的观点引入历史中，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因此这道题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剧作者，就是在强调人民群众的创造作用。 

 

10【答案】C 

【解析】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主义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

物，归根结底，是物质世界的产物。意识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存在，只有人类的存在，意识

才会存在，这一观点也正是唯物辩证主义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