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考研政治必背20题2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5/2021_2022_2007_E5_B9_

B4_E8_80_83_c73_1154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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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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