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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第七章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 复习提示 一、重点难点提示 

本章在以往考试中不是考察的重点，但联系现实较多，考生

必须谨慎对待。 重点：人的本质含义；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

价值的本质含义；社会形态及其更替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

一；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关系；人的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难点：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辩证

关系；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这需要辩证的去看待。 二、

历年考点分析 主要知识点集中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以及社会

道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同时人的问题又集中在人的价

值的实现问题上面。 在近几年的考研试卷中，考查本章知识

的各种题型主要集中在：人的本质(2001年文科不定项选择

题18题)；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2002年文科单项选择题第

三题、2002年文科不定项选择题第17题、2002年理科不定项选

择题第18题)；物质的基础性作用、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前提

属性(2006年单选题第4题)；人的价值的实现(2006年多选题

第20题)；人的发展的基本历史形态(2007年单选题第3题)；以

人为本(2007年多选题第20题)等。可以看出，本章考查的知识

点，也主要集中在人的本质、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以及

社会形态上。 三、命题趋势预测 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选择性

；人的价值；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与现实紧密联

系的重要考察点，考生平时要多与现实联系，深入掌握与领

会。 四、大纲解读 本章没有新增知识点，也没有新修订的内



容。 精选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 1.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

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 A.前者是个人的理想，后者是

社会的目标 B.前者体现了个人价值，后者体现了人的社会价

值 C.两者是彼此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 D.两者互为前提和基础

2.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的本质的出发点是() A.人的自身需要B.人

类的共同利益C.人的自然属性 D.人的社会关系 3.“人性自私

”观点的错误在于() A.不符合“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 B.

违背人有追求自由、平等、幸福的天性 C.把人的自然属性当

作人的根本属性 D.违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论断 4.作为社会历史观的自由王国() A.

是指人们可以创造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那样一种社会状态 B.

是指人们可以改变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那样一种社会状态 C.

是指人们获得绝对自由那样一种社会形态 D.是指人们摆脱了

盲目必然性的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从而也成为

自然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5.“一言可

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英雄人物的个别举动可以改变历

史发展的方向，这种观点是() A.重视必然性作用的历史唯物

主义B.否认历史偶然性的机械决定论 C.否认历史必然性的唯

意志论D.认为偶然性被必然性所决定 6.历史进步的曲折性和

反复性的根本原因是() A.社会的发展具有与自然界发展的不

同特点 B.旧的社会势力和反动阶级对立是进步顽强而持久的

反抗 C.人类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局限 D.自然灾害的危害和

人的自私观念作祟 7.“支配物理世界之运动的必然性，也支

配着精神世界的运动，因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服从于注

定的命运”。这种观点() A.对必然性作用的科学揭示B.会导

致“宿命论” C.会导致唯意志论D.揭示了必然性的本质 8.十



六大报告中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

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思想

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财产

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所作的贡献。”这表明() A.财产多少与人生价值的实现

无关B.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 C.事物的现象和本

质是一致的D.做工作要坚持适度原则 9.为使见义勇为的精神

发扬光大，近年来各地依法设立“见义勇为”基金，授予他

们荣誉称号并给予一定物质奖励，这体现了() A.英雄的精神

是无价的，行为是有价的B.贡献与索取完全等价 C.自我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统一D.个人对社会的精神贡献应该转化为物质

贡献 10.从个人和社会统一的观点出发，人的自我价值在于通

过自己的活动() A.满足个人对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需要B.

实现不受社会制约的自由选择 C.摆脱社会的限制使人自身成

为目的地D.满足社会和自我的多方面需要 11.“人对一定问题

的判断是越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必然性就越大”，

这句话指的是() A.包含必然性越大的判断，就越是自由的判

断 B.没有超时间、超历史的绝对的自由 C.自由是必然的根据

D.必然是自由的限度 12.萨特认为人的本质只有与他人和社会

隔离开来才能显示。这种观点是() A.抽象的人性论B.形而上

学的机械论 C.夸大主观意识的唯心论 D.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13.历史人物分为杰出人物和反动人物，杰出人物是指() A.无

产阶级的伟大政治家和思想家B.历史上被剥削阶级的革命领

袖 C.上升时期的剥削阶级的先进代表D.对历史发展起促进作

用的伟大人物 二、多项选择题 1.在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在历

史的作用问题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A.人民群众和杰出人



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等同的 B.人民群众可以改变历史规定，

杰出人物则不能 C.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杰

出人物可以对历史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作用 D.人民群众需要

杰出人物，杰出人物来自群众 2.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无产

阶级政党的关系() A.群众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观点 B.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础 C.坚持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保证 D.实

行群众路线是尾巴主义的领导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

践() A.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B.深化了对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C.深化了对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D.深

化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4.承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

说明() A.社会发展过程没有决定性 B.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社会

形态，可以改变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 C.虽然社会形态及其演

化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阶段，但是社会发展不是

严格按照五种社会形态的序列演进的。 D.当一个民族或国家

处于历史转折点时，社会发展往往显示多种可能的途径 5.自

由王国作为历史观的范畴指的是() A.泛指人的自由 B.指人们

完全认识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而获得了自由 C.指共产主义

社会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D.指人们摆脱了盲目必然性的

奴役，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 6.社会发展往往面临多种可

选择的道路，其中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 A.多数人选择的

道路B.势力强大的人选择的道路 C.先进阶级选择的道路D.能

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7.下列属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的是() A.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B.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直接动力 C.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状况的规律D.上层建筑

符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8.与自然规律相比，社会规律的特



点是() A.从形成机制看，社会规律形成于实践活动中 B.从作

用的条件看，社会规律要借助于人的能动实践 C.从表现形式

上，社会规律呈现为统计学规律 D.社会规律随着社会阶段的

发展不断变化 9.人生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这是因为 ()

A.个人对社会作贡献，能够得到社会的赞扬和好评 B.个人为

社会作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 C.个人为社会做

贡献，是为了从社会获得更大的回报 D.个人为社会做贡献，

是实现自我的基础 10.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错误在于() A. 离开社

会关系来谈论人的本质B. 认为没有共同的人性 C. 认为人性是

可变的D. 认为有永恒不变的人性 11.下列观点违背社会历史发

展总趋势的有() A.“天不变，道亦不变”B.“五德终始” C.

“一切都服从注定的命运”D.“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

桀亡” 12.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 A.是社会进步的

重要内容B.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 C.是社会

发展的目的D.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13.

社会发展往往面临多种可选择的道路，其中符合历史发展规

律的是() A.多数人选择的道路B.势力强大的人选择的道路 C.

先进阶级选择道路D.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14.从社会

发展的主体选择性的角度看，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其原因在于() A.社会主义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 B.在

历史进程中没有多种道路可供人们选择 C.中国人民在国际交

往中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启示 D.中国共产党对

历史必然性及本国国情的正确把握 三、分析题 1.试用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的本质。 2.试述

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实践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3.2006年1月9-11日，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京举行，胡锦涛发



现重要讲话并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颁奖。叶笃正院

士、吴孟超院士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

胡锦涛为他们颁发了获奖证书，每人获得500万元的高额奖金

。 请从实现人生价值的角度谈谈上述事例对你有什么启示。

4.根据如下论述回答题后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

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

立“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联合体”。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又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

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马克

思主义认为：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

的产物；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

会本质是在其劳动和社会交往中形成的，是随着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的。 分析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社会形态。 选自《考研政治同步训练1600题》 一、单项选

择题 1.D【解析】 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统一的自然历史过

程，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过程。 2.D 【解析】 人是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的统一，其中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

义正是从该角度来认识人的本质的。 3.D 【解析】 人性如何

要考虑自身的因素和后天的社会关系环境，人性先定论是完

全唯心主义的。同时要加强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综合”的理解。 4.D 【解析】 本题考察对自由

王国的概念的理解。自由和必然是一对对立统一的概念，自

由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必然的完全束缚，而是在认识必然的

基础上，掌握其规律性，自觉按照规律办事，实现自身与自

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5.C 【解析】 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必

然规律，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历史必然性，个别英雄人物的作



用只能加速或减缓历史发展进程，而不能改变历史发展进程

。 6.B 【解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 向和趋势是前进的或

上升的，但其发展又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

或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出现这种曲折性和反复性的根本原因

就是旧的社会势力和反动阶级不愿自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他

们要同进步势力进行顽强而持久的反抗。ACD项也是其中的

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7.B 【解析】 根据自然和历史唯物

主义，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都是有其规律性的，这一点是毋

庸置疑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历史偶然性的作用。 8.B 【

解析】 本题考察“人的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人既是价

值的主体又是价值的客体，人有其自身价值，但人自身价值

最终必须通过对社会的贡献实现。 9.C 【解析】 人的价值是

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的统一，一个人对社会有所贡献时他实

现了其社会价值，社会有责任帮助其实现自身价值。 10.D 【

解析】 人的价值是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人的价值的

根本实现途径是人的劳动，通过劳动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

值的统一。 11.A 【解析】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上，必然是自

由的根据，自由以必然为前提，是对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

造，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必然不断向自由转化。依据

自由与必然的这种辩证关系的理论，本题A为正确选项。其

他选项并没有本题的题意，故排除掉。 12.A 【解析】 马克思

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实在的，只有在与他人组成

的社会关系中才能体现人的本质，萨特认为人的存在即人的

本质的观点是抽象的，唯心主义的。 13.D 【解析】 本题考察

对“历史人物”概念的理解。历史发展是有必然规律性的，

所谓的伟大人物只是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促进历史发展，而



不能改变历史。 二、多项选择题 1.CD 【解析】 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参与者、创造者，人民群众对历史的贡献是通过历史

合力表现出来的，伟大人物由于更为了解历史发展规律，对

历史的影响也更为明显，但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支持。 2.AB 

【解析】 无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代表者，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是其根本观点和路线，是正确开展工作的基

础。 3.AB 【解析】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总的历史发展的有机

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不同于以往社会形态的先进的社会发展

形态，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正确认识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共产主义是社会

主义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应具有完全的价值定义。 4.CD 【

解析】A项明显不正确，因为主体选择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的

决定性为前提。 选择是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是在客观

可能的时空条件下的选择，它受社会规律的制约； 人们不能

选择生产力，也不能任意选择和变革生产关系；它不能改变

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 故排除B项。 5.CD 【解析】 自由王国

的概念包括三大范畴：人自身的自由、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

、人与社会关系的自由。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共产

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 6.CD 【解析】人的历史

活动起始于主体选择，社会发 展表明，在同一历史时空内，

往往并存多种可能，包括社会发展道路供人选择。而符合历

史发展规律的道路，一定是C项“先进阶级选择的道路”和D

项“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故选CD。而A项“多

数人选择的道路”没有指明选择的是什么道路。B项“势力强

大的人选择的道路”也是错误的，因为反动势力在一定时期

是强大的，但他们选择的道路却是反历史潮流的。 7.ACD 【



解析】 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易得出正确答案ACD，B是阶级

社会的特有规律，不能选。 8.ABCD 【解析】 社会规律有不

同于自然规律的特殊性，这主要是由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特殊

性决定的。四个选项都正确反映了社会规律的特征。 9.BD 【

解析】 主要考察人的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10.AD 【

解析】注意该题是说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错误是什么，不是指

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观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主要错误是离开

现实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谈论什么共同的人性、永恒的人性

。人性即人的本质属性，人的本质从现实性上讲是一切社会

关系的总和。AD两项正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主要错误所在。

11.ABC 【解析】 社会发展规律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D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以不选。 12.ABCD 【解析

】 本题考察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人的发展

和社会发展关系是统一的，互为基础和前提的，但人的发展

应是最终的价值诉求。 13.CD 【解析】 社会发展道路先进与

否有两个标准；阶级标准和生产力标准。 14.ACD 【解析】 

本题考察社会发展道路是客观规律性和主体选择性的辩证统

一。 三、分析题 1. ［参考答案］ (1)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

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和资产

阶级性 论是根本对立的。人的本质首先是人和动物的区别问

题。人有与动物相同的自然属性，又有和动物不同的社会属

性。人的本质是社会属性决定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往往把人

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生物属性，认为人是有生命的、要吃要喝

的自然实体，这就不能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开。历史唯物主义

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全部社会关系决定的，其中起决定作用

的是生产关系。特别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特殊本质。在阶



级社会里，人的本质属性主要表现为阶级性。资产阶级人性

论往往把人的本质属性归结为抽象的共性，宣扬超阶级的“

人性论”，以掩盖阶级对立，欺骗广大群众。 (2)历史唯物主

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社会关系的变

化而变化的。资产阶 级的人性论则宣扬永恒不变的人性，把

人的本质设想为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因此，资产阶 级宣扬

抽象人性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思路点拨】 

本题考察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本质的认识，并要求用历史

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进行分析。所以，答题时首先要阐述

清楚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原理，主要是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原

理。同时，又要针对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把人的本质归结为

人的生物属性、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论”以及认为人的本质

是永恒不变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2. ［参考答案］ 人

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

的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要

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

进人的全民发展。首先，要提高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次，创造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条件；再次，努力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最后，促进人

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 【思路点拨】 这是江泽民在“七

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包括：人的全面发展

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

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

义制度的根本标志。把握住这三点回答本题就不难了。 3. ［

参考答案］ (1)人生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对社会的责

任和贡献；二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人生价值这两个



方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2)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要求。个人对社会的

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一个人只有为社会做贡献，才

能得到社会的尊重，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个人对

社会的贡献是先进人物的主要特色。 (3)党和国家强调要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国家奖励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体现了社

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这会激起个人更大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思路点拨】 该题主要考察人

的价值二重性的关系。首先回答人生价值的两个方面，其次

应该指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应以社会

价值的实现为追求的目标；然后指出实现了社会价值，政府

和国家自然会对其承认并帮助其实现自身价值，从而达到自

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4.［参考答案］ (1)在共产主义社

会中，人由对物的依赖关系变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是由对

自由时间和劳动时 间对立的扬弃而实现的。到了共产主义，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劳动不

再成为人谋生的手段，而成了人的第一需要，这样就会有足

够的自由时间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共产

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然而共产主义又是人类历史上

最艰巨的事业，我们应当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实

现这一伟大事业而奋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的

重大转折点，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打开了航向，但它不是共产

主义的实现。 (3)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我国正在进行的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朝着这个伟大历史目标的迈进。



一切有志青年都应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积极投身于建设有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

产主义而奋斗。 (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全面进步的社

会主义，也是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的全面发展，是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

发展是一致的。当前，我们要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

展的基础上，积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思路点拨】

这个命题是我们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的“老话”，但是要对

其作充分的论证还是不太容易，这就要求考生在复习时，对

“老生常谈”的而又与所考知识点比较近的命题多留神，多

做分析，正式考试遇到时就不会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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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