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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4/2021_2022_2008_E5_B9_

B4_E8_80_83_c67_474192.htm 第五章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

结构 1.本章在学科中的地位 本章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亦称唯物史观或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理论贡献之一，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重心和本质内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

义一起“铸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整块钢铁”，为彻底

、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 本章是历

史唯物主义的开篇章，是理解和把握后两章内容的前提和基

础。 2.重点难点 （1）重要概念：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地理环

境、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

治结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文化结构、意识形态、

文化、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2）地理环境和

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 （3）社会生产实践

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4）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5）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 （6）

以劳动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 （7

）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 （8）社会政治结构及其核

心。 （9）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10）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

性及意义。 （11）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12）不断促进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

协调发展。 3.复习中应注意的问题 复习本章要完整把握社会

的有机构成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政治结构、社会的

文化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要注意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区



别，尤其要明确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形式、社会意识形态三

个要领的不同点。 本章能够联系实际的知识点： （1）可以

运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分析说明树立社会主义

荣辱观的重要意义。 （2）可以根据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之间

的关系，分析说明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3）可以运用文化的本质和功能分析说明创建先进文化的重

要性。 （4）可以联系实际说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

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及其重要意义。 4.

考试预测 2008年，本章可能在“社会的文化结构”原理中命

制选择题或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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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