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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458423.htm 第六章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

结构 1.本章在学科中的地位 本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历史

唯物主义的核心部分。就其地位而言，它既是对第五章中所

概述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观念结构的展开

和深化，又是理解第七章内容的理论前提，是第五章与第七

章的中间环节。就其内容来说，本章所阐述的内容是历史唯

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2.重点难点 （1）重要概念：社会基本

矛盾、唯意志论、宿命论、全球问题、人民群众、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内容，生产国是社会发展的

最终决定力量，科技革命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 （3

）经济基本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本

善的规律及现实意义。 （4）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历史的

“合力”。 （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 

（6）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最

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3.复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本章内容，

要明确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两重反作用与上层建筑对生产力

的两重反作用的区别。 本章可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状况的规律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综合

起来，与邓小平理论概论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

综合起来复习。 本章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点章： （1）可以

运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反作用的原理去分析、说明树立社



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 （2）还可以运用社会基本矛盾运

动的原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系及重大意义。 

（3）可以运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观点，分

析、阐述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 （4）

关于“全球问题”，可以运用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去说明。 4.考试预测 2008年，本

章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发展与全球问题”这一知识点上命制

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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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