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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C_9A_E5_8F_91_E5_c67_467042.htm 第七章 社会发展和

人的发展 一、单项选择题 1.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是 A.永

恒不变的 B.可随主观意志而任意改变的 C.随着社会关系的变

化而变化的 D.随着个性的改变而改变的 【命题目的】本题所

考查的知识点是对人的本质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把握。 【参考

答案】C 【解题思路】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

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人的本质不是永恒不变的，

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而不能随主观意志而任意改

变，更不能随着个性的改变而改变。所以C项为正确答案。

本题也是最基本知识点，一般考生都能掌握。 【举一反三】

本题可命制分析题。 2.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是指主

体以一定的方式在可能性空间中所表现的自主性、目的性。

这个“可能性空间” A.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等既

定条件决定的 B.是由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多种随机现象构成的

C.体现了历史发展中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 D.体现了历史发展

中必然因素的重要作用 【命题目的】本题考查对人的主体选

择性的理解和掌握。 【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社会发展

过程中的选择性是指社会主体以一定的方式在可能性空间中

有意识、有目的地指向确定对象的创造性活动。由于社会内

部的基本矛盾与外部各种因素、条件的相互作用，使一个民

族的发展表现为由多种可能性构成的“可能性空间”，哪种

可能性实现，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但是，在社会发展过

程中，主体的选择性并不否定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两者是内



在统一的。这是因为：主体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可能性空

间中，可能性空间是选择活动的前提，而这个可能性空间是

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和其他既定条件所决定的，而

不是由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多种随机现象构成的，更不是体现

了历史发展中偶然因素或必然因素的重要作用。因此A项为

正确答案。 【举一反三】此题可出多项选择题。 3.历史唯物

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

必然性和因果制约性的理论，它建立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

基础之上，是能动的决定论。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

A.排斥主体选择的作用 B.是机械论和宿命论 C.是旧唯物主义

理论 D.与承认主体选择的作用不矛盾 【命题目的】本题是考

查对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和掌握。 【参考答案

】D 【解题思路】在是否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必

然性问题上，存在着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对立。决定论承认

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而非决定论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和必然性。在决定论内部根据是否承认主体选择性即主观能

动性，又分为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旧唯物

主义)夸大历史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排斥主体选择的作用”

，是历史宿命论。辩证决定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既

承认历史的规律性和偶然性，又承认主体选择的作用，坚持

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的统一。所以D项为正确答案。题中

的ABC三项是等值的，是一回事。这一知识点对于大多数考

生来说不一定是很清楚的。如果考生掌握了ABC三项的内在

联系，就会非常轻松地作出正确选择，否则也是难以答对本

题的。本题有一定难度，因为决定论和选择论及其关系是比

较复杂的一个知识点，考生能够做到全面把握是不容易的。 



【举一反三】本题可与具体材料相结合命制分析题。 4.唯物

史观认为，人在价值关系中 A.只能是价值主体 B.只能是价值

客体 C.只能是价值的享受者 D.既可能是价值主体，又可能是

价值客体 【命题目的】本题是考查人在价值关系中的地位和

作用。 【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所谓人的价值关系就是

主体需要与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当人能够满足别人需

要的时候，那他就是价值的客体，相反当人要求别人满足自

己需要的时候，那他就成为了价值的主体，所以人既可能是

价值主体，又可能是价值客体，人是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

统一体。所以D项为正确答案。本题没有难点，只要考生懂

得人的价值关系就是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就能轻松作出

正确选择。 【举一反三】本题题干的内容可以与任何一个选

项相结合命制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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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