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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88_90_c66_501111.htm 25.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共同创

造历史。（错误） 理由如下：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不能把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相提并

论。宣扬"共同创造历史"论，本质上是鼓吹英雄史观的错误

，是形式上的"二元论"实质上的历史唯心论。 （2）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人民

群众不但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而且是社会变

革的决定力量。 （3）杰出的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要

作用，但不能说人民群众与英雄人物共同创造历史。 这是因

为： ①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是杰出人物历史作用的基础

。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从属于并受制于人民群众的作用。 ②

杰出人物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杰

出人物就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有任何作用。 ③杰出人物发

挥历史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功过是非，都取决于是否符合历

史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 ④无论英雄人物作用有多

大，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且杰出人物的失误，还

要靠人民群众的实践来纠正。总之，最终决定历史发展方向

的是人民群众。 26.人的自觉活动意味着可以不受社会发展规

律的制约。（错误） 理由如下： （l）人的自觉活动并不否认

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相反，只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人的实践活动才能实现预定的目的，达到预定的效果。 

（2）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性主要表现在

： ①人的思想、动机和目的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②人的思想、动机、目的实现的程度，取决于是否体现社会

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③人的自觉活动只能加速或延缓历史

进程，不能改变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3）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又只能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表现出来。人的活动对社

会规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①人只有通过自觉改造社会的活

动才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 ②人只有通过自觉活动

才能运用和驾驭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必然中获得自由； ③

人的自觉活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实现，起着加速或延缓

的作用。 （4）由上可见，人的自觉活动和社会规律客观性

的关系是：承认和尊重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是人们进行自觉

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人们的自觉活动又是认识和利用社会发

展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 27.上层建筑适合自己的经济基础也

不一定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正确） （1）上层建筑并

不直接对社会的发展起作用，而是要通过经济基础这个中间

环节才能起作用。 （2）上层建筑对社会的发展是起促进作

用，还是阻碍作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当上层建筑所

维护的经济基础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则它对社会的发展起

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 （3）因此，上层建筑适

合自己的经济基础，也不一定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 28."

只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搞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就自然搞好了。"（错误） （1）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

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指的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教育科学文化

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方面。 （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物质

基础和前提；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发展的思想保证，为物质



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各有其特点和发展规律，二者不能互相混淆和互相代替。 

（3）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

条件，但它不能代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只抓物质

文明建设，就会诱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滋长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29."人性是自私

的。"（错误） （1）"人性自私"的观点以人有"趋利避害"的行

为作为依据，认为"人是自私的动物".这是错误的。因为，"趋

利避害"是生命物质的一种本能，人与其他动物有着本质的区

别。把生命物质的本能说成是人的本性，就把人降低到了动

物的水平。 （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私有观念不是从

来就有的，在原始公有制社会，人们就没有自私观念；私有

制产生后，才产生了私有观念；私有制消灭以后，人的私有

观念也将消失。可见，把自私说成人的天生本性并将永恒存

在，是不科学的。 （3）从思想方法上看，认为"人性自私"也

是以偏概全的片面观点。如上所述，在没有私有制的社会里

，并没有私有观念；就是在私有制社会里，自私也并不是一

切人的共性，共产主义觉悟高的人，一心为公，一心为民，

公而忘私就是证明。 30.人的价值在于自我价值的实现。（错

误） （1）人的价值包括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不

能把人的价值仅仅归结为自我价值，更不能片面夸大自我价

值，把它看成是人的惟一价值。 （2）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要尊重自我价值，因为一个

人连自己的最基本的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就根本谈不上为

他人和社会做贡献。其次，必须以社会价值为前提，没有为



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也谈不上满足个人的需要。 （3）片

面强调自我价值，不顾他人和社会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 31.人的社会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职务的高

低。（错误） （1）职务高低与一个人社会价值的大小有一

定联系。如果一个人所任职越高，又全心全意为国为民谋利

益，则他的贡献就越多，社会价值也就越大。 （2）不能把

一个人职务高低与社会价值的关系绝对化。职务高低不是人

的社会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如果一个人职务很高，却不能

忠于职守，而是以权谋私、不择手段地向他人和社会索取，

他就不仅没有社会价值，而是社会的蛀虫。一个普通的劳动

者，若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进行创造性劳动，则他

的贡献，不仅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延及后世，

为人类造福，其社会价值就不可估量。 3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

革命实践自发的产物。（错误） （1）毛泽东思想产生于20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决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是近现代中国

社会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发展的产物。 （2）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有：首先，20世纪

前中期世界和中国政局的变动，是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的

历史背景；其次，近代中国社会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实践，为

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源泉；再次，

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

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物质基础；最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进与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准备了思想理论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

并不是中国革命自发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

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33.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个人的



思想。（错误） （1）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杰出

贡献和党的集体智慧的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构筑的理论

大厦。 （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工程的建设中，

毛泽东的贡献最大、创造最多、水平最高，因此，以他的名

字来命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毛泽东思想

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

括。 （3）毛泽东思想又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党的

许多卓越领导人都对它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党

的许多重要会议和文献都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因

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

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 34.1915年9月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是新

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化运动。（错误） （1）新文化运动

是一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倡导和

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是1911年辛亥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的

延续。 （2）它的目的是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

专制主义思想，为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开辟道路。

它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和民主主义

。 （3）新文化运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文

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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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