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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论》的方法论分析
豆洪浪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前进方向，冲散了不切实际等教条主义错误。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世界“整个”的认识，进而实现对世界“整个”改造，体现了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

由实践活动而联系一体的世界观。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程中将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转化为改造整个世界的强大力

量，体现了实事求是、矛盾分析与系统思维的方法。以实践为基础并与方法论融为一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

深刻运用，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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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论》的内容

（一）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

并用马克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揭示脱离实践的想法，会给

中国大革命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首先阐述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强调“实践是认识的目的，是认识的基

础”。可见辩证唯物认识《实践论》的写作，是为了针对大

革命后期所犯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实践是认识的基

础，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才会发现对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消

除感性认识，体会切身实践，使认识脱离实践都是错误的理

论。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

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

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了解自然现象、自

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

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

互关系。”
[1]
在日常生产实践中，人们利用媒体、网络和社

会关系网的实践事例，获得对事物认识的验证与理解，从而

让真理认识通过实践的多种方式表达出来。

人的认识离不开实践。我们一切所了解的事物是通过实

践和认识所得出的结论。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直接经验对我们

的启发作用，也离不开从书本或别人口头中得来的间接经

验，所以我们不能事事都以经验加以说明，反而要在原有经

验的基础上加以实践，来丰富自身认识。人的认识是一个无

限循环的过程，既要经过切身体会的实践，对认识的进一步

深化，也要对认识在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特性与实践相结

合，才能更好的指导我们的实践，从而使认识更好的指导社

会的进步，青年的前行。才会更加重视这部经典著作对我们

的影响。

（二）实践是认识的动力

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发展历程，也正是在生产力的基

础上不断更新迭代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人们的认识也随着生

产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于现代生活来说，正是通过实践我

们才改造了自然、认识了自然对人类的作用，并发现在改造

自然过程中遵循自然规律的结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认识

和实践的探索，产生新的观念，加以运用。在对自然的认识

上，也进一步验证了实践是认识的动力。在这基础上才能更

好的继往开来，开辟新的认识方式，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中

读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会使用更加先进的工具去认识世

界和改变世界。只有设身处地、脚踏实地去干好每一件事情，

都会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有更加深刻的体会，这种体会甚

至经历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种凭借实践的积累，久

久为功，才会有饱经风霜的阅历，看事情的本质才会更加精

准。就会在实践的作用下，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素养，才会

有源源不断的创新源泉，形成创新型技术人才，为国家和社

会的发展做贡献。

实践在理论的指导下，提供了科学的思路，创新的源泉。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对理论的守正创新和动手的实践，才能在

理论的指导下打破常规思维，推动实践的产生；而在实践的

指导下，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两者相互促进，一体之两翼，

共同完善对认识的理解，推动实践对事物的发展，增强对认

识的前瞻性和理解领悟力，推进对真理性事物的把握。在实

践的推动下，认识也更加接近真理，不断从真理的相对性向

真理绝对性的转化，增强内生动力。不断在对事物真理性认

识中，找到推动真理发展相互转化和发展的力量。

（三）革命理论必须以变应变、与时俱进



教育与学习 7卷 3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86

认识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须经历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既包含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

识，在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过程，又包含对认识的真理性无

限接近和相对接近共同认识向更高级发展。认识的过程必须

因地制宜、随着外部的环境变化而变化，对于实践即使目前

不能得到拓展和检验，随着认识的发展终能得以检验。中国

革命历程正是以变应变的过程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国情的

分析，从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了加强党的领导的真理，这种

认识正是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及时作出新决策、新决断才能

在革命斗争中及时扭转乾坤，取得胜利获得新希望。

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战略眼光随时与时代与时俱进，就

在于善于发现，从发现中找到认识进而进行敢为人先的实

践。这种实践需要因地制宜随着认识条件而改变，所以以不

变应变的认识加上实际的行动才能开辟新赛道、获得新信

息。“革命时期情况变化是很急很迅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

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2]

革命当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冒险主义严重危害了革命时期决

策的判断。这两种主义都是脱离客观实际的真理，没有做到

知行合一的得出来的结论。

毛泽东最后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

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

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

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认识，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

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

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3]
在知与行的统一中把握

认识的深度和设想的前瞻性，以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变

化与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就需要从书籍理论中找到改变认识

的理论实践，不断去实践。

二、《实践论》的方法论分析

毛泽东的《实践论》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

了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革命先辈实践经历的总结，也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

的理论资源和实践事例的生动表述。在《实践论》中毛泽东

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进而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改造

就是从人对现实世界的看法，人们会从中得到启示运用《实

践论》的理论知识，分析事物的发展趋势，得出方法论的结

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分析并于中国实际相结

合，落到具体可行可操作的方法论上面来，彰显了实事求是、

矛盾分析与系统思维的方法。

（一）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坚持求真务实的方

法

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历程的分析中，写了多部的经典著

作。其中《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调查研究，是我们党

的传家宝，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谋事之

基、成事之道。只有实地去了解才有发言权。要获得发言权

就必须从实践中开展调查研究，就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敢于从实践中找到不足，并对所认识的事物加以切身体会、

感同身受、内化于心，才能在实事求是的“求实”的态度上，

敢于剖析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推动实践发展去认识事物的本

质。

毛泽东将实践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历程，并取得胜利。是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与国情实际相结合，不断丰富自

己的理论思想，并得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而实事

求是就是活的灵魂精华。实事求是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从中

国革命的历程、国情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通过实地调查

的方式对中国发展历程的把握，从中体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的真理性，在《实践论》中，我们要把握认识与实践的关系。

从事物原本的形态，去加以刻画符合客观规律，为求真务实

的实践态度和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奠定了基础。又在认识和

实践的关系中，对事物复杂的认识过程进行逐步研究，全面

细致的认识和理清脉络，不断丰富方法论原则。使实事求是

成为思想首要的第一位原则。

（二）在“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中明确矛盾分析方

法

在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中，能明显直观的感受到认识是一

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是由浅到深的发展，在发展中有因认识

而出现的矛盾，也有因认识与实践的碰撞。正是矛盾在实践

与认识中的碰撞，才会对旧事物认识的摆脱、新事物认识的

发展，推动认识的发展进程。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4]
矛盾无处不在、

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我们要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

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

程。矛盾分析方法说明事物之间存在普遍矛盾，推动事物发

展，而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不断的作出更新和调整，在结

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看到实践过程

中的新问题，并获得新认识、治国理政的新思路。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事物矛

盾分析方法，在对中国革命规律总结的基础上，从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对立统一规律。在《实践论》中，毛泽东

不仅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辩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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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分析，并延伸至对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直接经

验和间接经验关系的论述，而且对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深

入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

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5]
矛盾分析方法，是通过事物内部

之间两个对立面的博弈，相互推动发展，形成认识、实践、

再认识和再实践的复杂过程。并运用矛盾普遍性原理来衡量

事物的发展。

（三）在“认识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明确系统思维方法

系统思维具有全局的视野，在认识发展的第一阶段，从

事物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离不开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

就需要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或共同要素，来搭建桥梁，从而

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在认识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上，结合人

类思想的能动性，又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认识和新的联

系，有了更加真理性的阐述或表达。在系统思维中，需要从

全局一盘棋中，加强各方的协调，同样在认识的过程中，需

要从整体性出发，有机的将事物的片段连接起来，不是拼凑

连接才能在事物与事物的联系中看到整体全局。

在事物的联系过程中，有时候需要从外界的联系中把握

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认识关系，所以在认识过程中要具有

开放性，广泛吸收有益成果。在开放性环境的条件下，应不

断获取广泛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的阅历和知识储备，实时

的加以创新。所以在事物与事物的联系中，除了加强系统思

维的连续性之外，还要在开放性的世界中不断探索着对真理

性的认识，就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真理性的追求付出了

毕生的所学知识，而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时刻从事物与事

物的联系中，不断开拓创新。

三、《实践论》作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统一

从世界观可以延伸至对方法的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在对

以往的哲学进行检视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

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6]
改变世界说明了在人民劳动

群众劳动实践的作用下，通过斗争的形式换取新的社会形态

的方式。在这个过程劳动实践显示出强大的力量。我国劳动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世界

观的作用下不断的深化。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也从人与

自然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现实世界进行了探索，对实践的

深切关照与回应中实现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其真

正的统一性就在于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方法论就是世界观。
[7]

从方法论和世界观角度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丰富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应用，形成了最新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毛泽东也深受哲学思想的影响，坚持从“一个世界”

出发，从世界运动的联系中论证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

在探索世界的发展过程就是探索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

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

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8]

四、结语

《实践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的一致性。对认

识的来源、基础都以理论或例子深刻阐述，进一步验证事物

本质的真理。《实践论》的理论阐述以真理之光论证了如何

从实践中走出改变现存事物的现状，以及对事物的推动作

用，具有强烈的震撼作用，同时也是实干为要，并以实践为

基去认识和实践。《实践论》中的理论对于我们当代生活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党的二十大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

飞跃的进程中所形成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经验总结上，丰

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一次对从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角度对《实践论》进行诠释，才能在二者双向驱动

下，才能全方位的形成与时俱进的认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进程中，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在新

的征程上丰富认识的过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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