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题：求索真理的历程——学习任务单 

【学习目标】 

1.理解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并且通过材料分析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性作用，深刻理

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中的作用，并能迁移到《文化生活》关于社会实践是文化创

新的源泉这一原理。 
2.能够深入阐释真理的内涵及其属性：客观性、条件性和具体性，认识真理和谬误之间

的辩证统一关系。 

3.能够阐释认识的反复性和无限性，区别反复性和无限性之间的差别。明确追求真理

的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或者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学法指导】建立认识论的知识结构框架：两个概念（实践、）一个关系、一个过程。 

 

【任务一】 

梳理本单元知识结构图，深入理解两个概念（实践、真理）、一个关系（实践和认识的

辩证关系）和一个过程（追求真理的过程） 

知识结构参考图见附件 

【任务二】本单元重难点解析 

一．实践的内涵 

1.实践以人为主体,这意味着实践是人类特有的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 

2.实践是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物质性活动。实践不是纯粹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 

3.实践是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它可以把人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存在变为现实的存在。 

注：认识活动不是直接现实性活动 

4.实践活动的类别：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改造社会的活动、科学实验活动 

二．实践的特点 

 客观物

质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

人的认识活动的

区别所在 

①实践的基本要素——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对象和实践的手

段是客观的 

②实践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也受到客观事物及其运动规律

的制约 

 能动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

动物本能活动的

区别所在 

①实践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②在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实践中,人创造出自然中

原来没有的新的物质生活资料 

③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社会历

史性 

这是实践活动与

孤立的个人活动

的区别所在 

①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必然带有一定

社会的烙印 

②人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发展着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上,实践活动的内容、形式、规模和水平是各不相同的 

 



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请填充完整） 

  表   现 认识误区 

实践是认识的

来源 

 把间接经验作为认识的来源;把认

识的来源与获得认识的途径等同 

实践是认识发

展的动力 

 把认识绝对化、思想僵化 

实践是检验认

识的真理性的

唯一标准 

 把科学理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实践是认 

识的目的 

 脱离实践、纸上谈兵,认识不为实践

服务 

 

四、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请填充完整） 

 辩证关系 

原理  

方法

论 

 

 

五、真理的含义及特点 

真理的含义 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

确反映 

真理

的特

点 

客观性  

条件性  

具体性  

真理

与谬

误的 

辩证

关系 

对立 真理与谬误有着明确的界限,不容混淆。不能说真理中包含着谬误。 

统一 (1)真理与谬误相互依存。真理的条件性和具体性表明,真理和谬误往往是相

伴而行的。 

(2)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因为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 

 

 

 



六、追求真理是一个过程 

  理解 原因 

 认识具

有反复性 

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往往要

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

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 

①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

认识总要受到主客观条件 的限制; 

②从认识的客体来看,客观事物是复杂的、

变化着的,其本质的暴露和展现也有一个

过程 

 认识具

有无限性 

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追求真理是

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①认识的对象是无限的变化着的物质世界 

②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是 世代延续的,③

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上升性 认识运动的反复性和无限性表明,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

的过程。真理总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向前发展 

 方法论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注意: 

1.就每一个人或每一代人,或就认识的每一次来说,由于种种原因,认识能力的确是有限

的。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还有尚未认识之物。 

    2.就整个人类这一整体来说,或就人类认识不断前进的历史趋势来说，其认识能力是无

限的;而且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认识的东西将会越来越多。 

3.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 

 

【任务三】易错易混分析 

1.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 

分析：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不属于实践。 

2. 实践是一种主观活动 

分析：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虽然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不能把实践的主观性和客

观性割裂开来。 

3. 实践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因此盲目的实践是不存在的。 

分析：任何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盲目的实践是指没有以正确认识为指导，

因此盲目的实践是存在的。 

4. 实践是社会性的活动，因此，单个人的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 

分析：实践具有社会性是指任何实践都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活动，孤立的活动是不

存在的。单个人的实践活动是指实践的主体数量是单个人，并未否认单个人的社会性，因此

单个人的实践活动不存在是不正确的。 

5. 实践是获取认识的唯一途径。 



分析：途径与来源不同。认识的来源只能是实践，而途径有两个，即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间接经验获得的认识，其来源仍然是实践。 

6. 科学理论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分析：科学理论就是已有的正确认识，不能将已有的认识作为检验后来认识真理性的标准。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7. 真理最基本的属性是客观性，因此，真理的形式是客观的。 

分析：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但是形式是主观的。 

8. 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任何真理中都包含着谬误。 

分析：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是指任何真理都有自己适用的条件和范围，如果超出这个条

件和范围，真理就会转化为谬误。真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任何真理中包含

谬误的说法是错误的。 

9. 真理是客观与主观、实践与理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分析：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0. 认识过程是一种圆圈式的循环运动。 

分析：认识是波浪式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运动。如果是循环运动，

则认识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发展。 

11. 认识的反复性表明，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分析：认识的无限性表明，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12. 认识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分析：认识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实践

是认识的来源，因而实践与认识的顺序不能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