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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

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

种研究使用的方法。”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对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哲学素

养及其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教给我们科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方法论则教给我们科学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我

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

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

说一顿。”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掌握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比喻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钥匙”，他认为“掌握了这把总

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

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作出正确判断、作出正确选择”。正因如此，他要求全

党同志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自觉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

二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主要包括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三个部分，与此相对应，辩证唯

物主义方法论主要包括实事求是方法、唯物辩证方法、实践检验方法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是党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正因为如此，“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实事求是贯彻到领导

工作全过程，自觉做坚持实事求是的表率”，“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和精神实质，始

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唯物辩证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根本方法，它强调要坚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发展地而不是静

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观察事物；强调面对复杂形势和繁重任务首先要有全局观念和大

局意识，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强调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

强调要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



出科学抉择。实践检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要求的根本方法，是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

原理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运用，理论来源于实践，但科学理论形成之后又对实践产生能动的

反作用，对人们从事新的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实践中使

认识得到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这是认识客观规律的根本途径，也是把握客观规律的必

由之路”，“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 21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指的是我们认识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它主要包括社会意

识反作用方法、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群众路线方法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

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成以后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促进社会

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引领作

用，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在社会实践中的科学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学习和掌握

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

貌和发展方向”。群众路线方法是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在实践中的科

学运用，是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们必须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方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

四

思维方法和思维能力指的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路径与能力水平。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战略思维、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坚持和运用好科学的思维方

法、提升科学思维能力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要求。战略思维指

的是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客观辩证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

学思维。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求我们必须不

断提升战略思维能力。历史思维指的是从历史视野和事物发展规律视角来思考分析问题、把



握前进方向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科学思维，推进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需要不断提升历史思维能

力。辩证思维指的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它要求我

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

事物发展规律。创新思维指的是以新颖独特的视角或方式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

不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法治思维指的是善于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的准

绳、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的思维方法，提倡法治思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必然要求。底线思维指的是从客观设定最低目标出发来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在推

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凡事从坏处

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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