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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初次学习《哲学与文化》还是再次复习，很多同

学都会对《哲学与文化》的模块内容感到“一头雾水”和“难

有收获”。其实，大家并不用盲目质疑自己的学习能力，本

模块陌生概念多、知识体系复杂，加之新高考改革后命题

的角度广、题目的情境设置新，呈现出考查较为综合的特

点，大家感受学习充满挑战是在情理之中的，只要在复习

备考过程中建立充足的信心、厘清知识逻辑、突破核心重

点，就能够扎实掌握这部分知识。

一、本册书需要明确的三个问题

1.明确主题主线
《哲学与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以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主题主线，倡导人们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立足实际，投身实践，遵循规律，探

索规律，追求真理，从而实现人生价值；正确处理中华文化

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

化强国。

2.明确哲学与文化的关系
首先，哲学就是文化。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哲学与

文化就像是人的两条腿一样，交替前行，哲学与文化在融

合中不断发展。其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哲学思想一定会渗透在文化内容中，例如，辩证地

看待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3.明确学习任务
很多同学在复习备考中往往会忽视理解哲学的本义、作

用等，直接进入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做法

是不提倡的。只有用心感受哲学智慧，才能为后面的学习打

下基础，明确了这些问题，考生才能明白“为何要学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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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足整体，注重知识串联

第一单元：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辩证唯物论揭示了

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的固有属性和存在方式是运动，

运动是有规律的。而世界的规律性则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唯物辩证法——联系观、发展观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核心

矛盾观解释，因此，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第二单元：认识社会与价值选择。认识论揭示了实践

与认识的辩证关系，阐述了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而历史

唯物主义围绕社会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展开，要坚持历史

唯物主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三单元：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思想，立足实践，不忘本来，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面向

未来，尊重我国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文化创新，发展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三、升级进阶，落实核心重点

1.掌握好一个核心观点——实践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知识

逻辑的起点。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世界运动变化的规律，认识联

系、发展和矛盾；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实践中认识和发

现、坚持和发展真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人

通过实践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人通过实践

活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人生价

值，促进社会发展。从实践观点出发可以将整册书的内

容进行串联：

2.明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始终

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

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时，

就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同学们

可以结合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需求层次的最底层是生存的需求，物质资料的生产是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活

动，就没有我们的美好生活，这些能满足我们生存需要的

就叫做经济基础（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

此，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解决了生存的需求进而衍生出更高级的安全需求，《政

治与法治》中涉及的国体、国家职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等就可以保障安全需求；归属、尊重、友情、亲情等需求是

精神层面的需求；最顶级的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实现。综上

所述，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3.掌握好主观与客观统一原理
主客观统一原理能够很好地统筹整合哲学部分的主

干知识，但是在主观题作答时，考生要注意主观与客观统

一原理运用的精准性，明确使用情境。

主客观统一原理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具体思维指向

基于实际做决策

强调过程性
事情办成功的关键

遇到任何一道主观题，考生都要首先从任务逻辑出发，

进而结合知识逻辑分析问题创设的情境，最终形成作答逻

辑。在这里考生要明确主客观统一原理的思维指向，思考

思想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思想观念对客观现实的

重要作用是什么？例如：国家的大政方针、规划等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个人的计划和目标得以实现，一定会涉及基于实

际做决策，主观符合客观以及将尊重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

性相结合实现合理预期。

下面通过一道典型例题，帮助同学们体会此原理。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随着城市化进程加

快，生活垃圾处理日益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议题。20世纪

80年代以来，我国解决生活垃圾问题的政策大致经过了一

个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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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规划

●发布行政命令，制定专项

法规，实行政府管制

●《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试行）》（1982年）、《城市生

活垃圾管理办法》（1993年）等

●纳入整体规划，出台法律

法规，制定技术规范和行业

标准，进行政策试点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简称《固废法》）（1995

年）、城镇污染综合治理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个五年计划纲要》等

●出台法律法规，实行政府

采购、特许经营和市场准入，

保障信息公开

●《固废法》（2004 年首次修

订）、新版《城市生活垃圾管

理办法》（2007年）等监督

●出台法律法规，开展环保

督查，政策试点不断扩大，进

行舆论宣传和教育引导，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2015年修正）、北京和上海等

地出台地方性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固废法》（2020年修订）等

结合材料，从哲学角度说明政策优化需要注意哪些方

面。（6分）

生活垃圾的政策调整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断优化，

解题思路如下：

同学们，既然学习了哲学，就要善于用哲学的思维去

看待事情，思考问题。在高三复习备考中一定要相信前途

是光明的，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好知识架构和思

维导图，面对学习中遇到的困难，逐一击破，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你定能领悟到哲学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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