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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共基础知识是国家公务员岗位必需的知识体系，是构成公务员知识结构的基本组件。
《公共基础知识》分为政治理论常识、行政管理基础知识、经济学常识、历史文学地理常识、时政热
点、真题、模拟题解析及参考答案等章节板块，并将公共基础知识的重要考点提出，设计专题专栏加
以阐释强化，繁简适中，详略得当，便于应试者理解、掌握、识记、运用。

　　《公共基础知识》可作为国家公务员、公选领导干部、事业单位人员、“村官”等各类考试的学
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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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哲学的基本内涵　　一、哲学的定义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1．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
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
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确立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社会科学。
　　2．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何
者为本原的问题。
　　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历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回答，由此在哲学上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阵
营、两个基本派别、两条对立的路线。
凡是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即意识先于物质，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
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心主义；凡是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即物质先于意识，意识
是物质的产物的哲学派别属于唯物主义。
除了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外，还有一种回答，认为物质和意识是两个独立的、互不依赖的本原。
持这种观点的哲学流派称为二元论，它是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不彻底的哲学，最终往往
倒向唯心主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因是：　　（1）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
任何哲学派别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前提。
　　（2）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划分哲学中基本派别的依据，对思维和存在何者是第一性的不同
回答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对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不同回答区分了可知论和不可知
论。
　　（3）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是人类实际生活中的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一）唯物主义的定义及其历史形态　　1．唯物主义的定义　　
唯物主义，是一种哲学思想。
这种哲学思想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
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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