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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114004.htm 重点题2：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 二、运用社会意识反作用的原理分析说明我们

党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意义。 【考点背

景透析】 在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的

大背景下，胡锦涛又借助于同民主党派交流谈话的机会提出

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有针对

性地，不但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

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在其中又提出

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

本。“八荣八耻”可以说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贯彻落

实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从人们的思想认识上入手，荡浊

扬清，树立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稳定的、持久的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 【相关资料精粹】 相关材料1：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

性及其社会功能 1.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 唯物史观

关于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

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 一方面，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①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前提，社

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②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客观内

容和客观来源，社会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

会存在；③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



社会意识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与社会存在的发展相适应。 另一

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①社会意识也

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②符合历史发

展趋势的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

用；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落后的、错误的社会意识对社

会存在的发展起消极的阻碍作用。③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

决定性的力量，而新的、进步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巨

大的反作用。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关系的

原理同唯心史观把某种精神因素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

因和动力，坚持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 2.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意识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一

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的功能。 (1)不同步性。

意识形态的变化发展同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

。表现为超前或滞后两种情况。意识形态有时会落后于社会

存在，阻碍社会发展；有时又会预见到社会存在未来发展趋

势，推动社会发展。但这只是相对的，过时的意识形态不可

能在它的物质基础消灭之后长久地存在，新的意识形态也只

是在历史条件具备时才可能产生。 (2)历史继承性。意识形态

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意识形态，

在内容上会吸收、保留以往的某些意识形态材料，“古为今

用”；在形式上继承以往既有的方式和方法，同时加以改造

、补充和发展，“推陈出新”。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继

承性。这种继承性造成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独特的历史，形成

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 (3)能动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对经济及

政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就在于，它把不同集团

、阶级，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内化为人的思想、情感



，以支配人们的行动，从而影响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 3.意识形态的功能 意识形态能动的反作用集中体现在意识

形态维护或批判现实社会、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这两大功能

上。由于每一社会形态中往往存在着反映新、旧和现实社会

的三种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斗争

。由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必然是

长期的、复杂的。用先进的意识形态武装、感染、教育和引

导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相关材料2：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 1.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

出 2006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指出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我

们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着眼

于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发展教育科学文化，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公民。” 胡锦涛指出：“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社

会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

的必然要求。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

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

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扶

正祛邪，扬善惩恶，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要教

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

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

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



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

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

、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2.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

社会主义荣辱观，既继承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

本精神，又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反映了建

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新概括和新阐发，富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 “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内涵： “以热爱祖

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

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团

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这四条是对社会主义价值

原则的集中概括。在当今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

是统一的，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的爱

国主义者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是共产党人

的无上光荣和最大幸福；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倡的社会主

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崇尚科学为荣”里所讲的科学，是

指包括作为我们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哲学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团结互助作为集体主义精神的具体表

现，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一个基本要求。 “以诚实守信为荣

、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突出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德要求，其中也蕴涵

有中华民族优秀伦理文化的基本内容。“以辛勤劳动为荣、

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则是对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直接传承，并成为社会主



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基本内容。这四条主要是针对当前市场经

济条件下出现的道德失范而提出的，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 3.现阶段提出荣辱观的必然性 第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必要性。社会的深

刻变革，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的相互激荡，对人们的思想

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热爱祖国、

积极向上、科学文明、团结友爱，是我们社会精神风貌的主

流。但也要看到，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

丑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也阻碍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没有健康的社会风气，没有良

好的道德水准，一个国家的经济再发展，综合国力也强大不

起来，更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二，落实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彰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加快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需要共同的思想基础，也需要

共同的道德规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高人的

素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才能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知荣弃耻，褒

荣贬耻，扬荣抑耻，才能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

之行，才能凝聚人心、提升境界、激发活力，形成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共同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历史进程。 第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树立社会

主义荣辱观的紧迫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

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些和谐社会的基

本特征，需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个社会有稳定

的内在秩序。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不

可能构成和谐；一个荣辱颠倒、是非混淆、美丑错位的社会



无法实现和谐。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才能形成维系社会和

谐的精神纽带和道德风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