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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114703.htm 第七章 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一

、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形态及其更替（一般考多

选题）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的

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观念（文化） 形态的统一体。是物质

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的统一体。 （二）社会发展过

程中的决定性与主体的选择性「难点高频命题点」（一般考

多选题、可能考材料分析题） 1.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是指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必然

性。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选择性是指人在可能性空间中所表现

的自主性。 2.社会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社会历史规律

所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的现实可能性， 而是由多种现实可能性

构成的“可能性空间” .哪一种成为现实，取决于主体的选择

。 3.社会发展决定性和选择性的关系一方面， 主体的选择性

并不否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 因为主体只能在可能性空间中

进行选择，而不能选择可能性空间。可能性空间是由不能自

由选择的生产力和其他既定条件决定的。 另一方面，社会发

展的决定性又是在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过程中实现的， 主体的

选择性是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实现方式。 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

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过程与自觉创造过程的统

一。 （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高频命题点

」（一般考多选题） 1.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原

理一方面， 社会发展道路具有统一性。 就人类总体历史而言

， 社会形态受社会基本矛盾的支配，由低级向高级地发展。



另一方面，具体的民族、国家，其社会形态的发展又有差别

性和多样性。 2.意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种统一性基础上的

多样性， 充分显示出人类以及各个民族解决自身矛盾的能力

和创造性。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历史的必然，又

是中国人民新的自觉选择和伟大创造。 （四）社会发展过程

的前进性和曲折性（一般考多选题） 曲折前进是历史的普遍

规律。我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发展过

程中的曲折现象。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深化

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一般考多选题） 1.深化了对

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认识2.深化了对改革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3.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结构和运行

机制的认识二、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一）人的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一般考多选题） 人的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特征

和生物本能等。 人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

的特征，如劳动、交往和意识及其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等

等。 人的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前提。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

本质属性。 （二）人的本质「重点考点 难点」（一般考多选

题、可能考材料分析题） 人的本质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从人

与动物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从人与

人相区别的层次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

：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1.人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现

实的人总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社会关系决定

了人的社会地位。 2.社会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其中经济关系起着支配作用。 3.社会

关系的发展变化是决定人的本质发展变化的原因和力量。社



会关系是发展的，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 （三）人的

价值及其实现「上年刚考过」（一般考多选题） 1.人的价值

的内涵人的价值是价值关系的特殊形式，是以人本身及其活

动作为价值客体的一种价值关系，人的价值是能够创造价值

的价值。 人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和历史性。人所创造和满足的

价值也是多样的。 2.人的价值的二重性人的价值具有目的性

：当人占有价值的时候，人是价值主体，人的价值的这一方

面称为个人价值。 人的价值又具有工具性：当人作为价值客

体去满足他人需要时，人的价值的这一方面称为社会价值。

3.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关系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不是

直接同一的，二者的矛盾反映着人和社会的矛盾。 但二者在

本质上又是统一的。社会价值是人的价值的主导方面，个人

价值在社会中才能实现。 （四）社会发展与以人为本「命题

热点」（一般考多选题） 1.以人为本的深刻根据（二个尺度

，以人衡量） 人类社会发展既是客观历史演进的过程（历史

的尺度），又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人的尺度），社会发

展是合规律性与和目的性的统一，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

统一。 社会发展的程度最终是通过人的发展程度（人的尺度

）来衡量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于人人创造历史的活动，社

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

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目的。 2.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

三个内涵） （1）作为历史观，它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

体地位和主体作用；（2）作为价值观，它强调人民的主人翁

地位，要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和塑造人。 （3

）作为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既要运用历史的尺度，又要确

立和运用人的尺度，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作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出发点、目的和标准。 3.以人为

本的重大意义（一个核心，一个根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

展观的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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