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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204451.htm 1、实践主体、历史主

体：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具有自主性

和能动性的特征。实践主体是现实的、历史中的人，参与历

史活动，也是历史主体，但不一定是历史的创造者。凡是社

会中从事一定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

；而历史的创造者是指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以及社会发展方向

和总趋势的决定者。历史的创造者当然是历史的参与者，但

历史的参与者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否则，就会从“人

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一正确命题中得出“人人创造历

史”的简单结论。人民群众历史的创造者表现在：是社会物

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

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2、历史主体与社会发展：社会是

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

。人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剧作者”。历史是人民

群众创造的，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和作用，又受到社

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3、历史主体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就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从社会规律的形成机制看，它形成

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从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方式看，是通过

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体现出来；从社会规律的表现

形式看，表现为统计学规律。人们不可能准确地预见社会事

件的发生，而只能预见社会发展的大概趋势。历史规律既形

成和实现于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中，又具有不依赖于人的意识



的客观性，二者统一于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坚持尊

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这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创造者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 4、历史主体性与社会规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与

主体的选择性：社会发展的决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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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自然历史

过程与人的自觉创造过程的统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

与主体的选择性在社会发展道路上表现为统一性和多样性的

统一；在社会发展中表现为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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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了对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的认识；

深化了对改革在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深化了对社会基本

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认识。 6、以人为本与社会发展：社会发

展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人既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又是社会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的程度最终是通过人的发展

程度来衡量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人自身、来源于人创

造历史的活动，社会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以人

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

目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满足人的

需要，促进入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包括丰富的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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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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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要求我们

在分析、思考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既要坚持运用历史的尺度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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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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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