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考试大纲 

参考书目 1：《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 

导 论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 

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五、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发展规律 

第一节 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 

一、物质及其存在方式 

二、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三、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一、唯物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和认识功能 

二、辩证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 

三、学习唯物辩证法，不断增强思维能力 

第二章 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实践与认识 

一、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 

二、实践的本质与基本结构 

三、认识的本质与过程 

四、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运动及其规律 

第二节 真理与价值 

一、真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 



 

二、真理的检验标准 

三、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 

第三节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结合 

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第三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三、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三、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第一节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四、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二、好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三、资本主义所有制 

四、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水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五、资本主义的基木矛的与经济危机 

第三节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本质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第一节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经济全球化及其影响 

第二节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及其实质 

二、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冲突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一、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二、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第六章 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三、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因 

四、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第二节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及其主要内容 

二、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节 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 

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三、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 

第七章 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第一节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一、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第三节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一、坚持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 

二、坚定理想信念，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考书目 2：庄福龄主编:《简明马克思主义史》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奠基篇（1840—1895）】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变化 

1.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 

2.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激化 

3.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二、人类先进思想的发展及困惑 

1.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与衰落 

2.解决社会矛盾诸多方案的破产 

三、马克思恩格斯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1.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 

2.马克思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3.恩格斯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一) 

一、发现唯物史观的历程 

1.异化劳动的历史作用和局限性 



 

2.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 

3.唯物史观的创立 

4.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公开阐述 

1.批判蒲鲁东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 

2.批判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初步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 

3.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阐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

论 

三、《共产党宣言》的问世 

1.马克思主义的系统阐述 

2.《共产党宣言》在 1848 年革命中的检验和发展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现(二) 

一、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革命 

1.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革命 

2.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 

二、《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 

2.对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论证和重大发展 

3.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奠定 

三、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1.对第一国际的理论贡献 

2.同机会主义思潮的斗争 

3.巴黎公社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 

4.批判《哥达纲领》,阐述共产主义学说 

第四章  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上)——系统化和多方面展开 

一、《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1.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2.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全面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方面展开 



 

1.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2.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 

3.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 

4.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 

5.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观 

第五章  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下)——探索、深化和面向新世纪 

一、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和研究 

1.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探索 

2.恩格斯对经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研究 

二、原始社会的研究和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论证与深化 

1.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 

2.关于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3.关于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 

4.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三、哲学发展的回顾和面向新世纪哲学纲领的提出 

1.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关系的论述 

2.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和区分哲学阵营的论断 

3.关于彻底的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 

四、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探索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 

1.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和探索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2.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问题 

五、面对世纪之交的理论分歧和挑战 

1.批判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和深入阐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2.科学阐述对未来复杂事变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