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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形态。同时，在历史转折时

期出现多种可能性时，主体对具体道路具有选择性，这体现

了人的自觉选择作用。试结合规律的客观性和意识能动性，

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体现了历史决定性和主体选

择性的统一”。 【提示】 跨章节考查是近年来哲学部分命题

的一个重要趋势，如2008年第34题就涉及了辩证法、认识论

和唯物史观三个部分的内容。本题的相关知识点涉及哲学中

辩证法、唯物论两个部分，同时还涉及了毛泽东思想概论的

相关内容，是典型的综合题。 规律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

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

势。人类可以能动地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和利用规律，为人

类造福。社会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决定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规律性，而人的选择性则体现了人类对规律的认识和利用。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则表明：当我们能科学认识

规律，并遵循规律时，我们的事业就能取得重大胜利，反之

则必然遭遇挫折。 2009年考生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角度： (1)

分析规律的客观性和意识的能动性的辩证关系。 (2)结合中国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说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和主体

的选择性是统一的”。 (3)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

的经验教训，说明规律的客观性及其认识论意义。 相关知识

点1 规律与联系和发展 1.联系的普遍性。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普

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一切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中，孤立的事



物是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联系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否坚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办事情，

是人们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有效地改造世界的重要条件。

2.发展的永恒性和普遍性。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

的，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思

维、人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 3.联系和发展的规律性。规

律是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本身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

联系，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律是稳定的联系，规律的

稳定性也就是它的重复性，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某种合乎

规律的现象就会重复出现。 相关知识点2 规律的客观性和意

识的能动性 1.规律的客观性。(1)规律客观性的表现，是规律

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2)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是

因为规律的客观性根源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3)规律的客观

性突出地表现在它是不可违抗性。 2.意识的能动性。(1)意识

的能动性，是指人的意识对于客观世界具有反作用。(2)意识

能动性的表现。意识的能动性，首先表现在意识活动本身是

一个主动地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的过程。意识的能动性更突出

地表现在它具有“改造”客观世界的作用。(3)人可以能动的

认识、掌握客观规律和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人们可以利

用对规律的认识，改变或创造条件，限制某些规律发生破坏

作用的范围，变害为利。 相关知识点3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

定性和选择性 1.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1)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决定性指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它的发展是一种

自然历史过程。(2)社会发展过程决定性的原因：一是社会发

展依赖于自然环境、人口，特别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二

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决定生产关系并最



终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必然性。三是社

会发展是由许多个人意志和活动构成的“总的合力”作用的

客观结果。(3)社会发展过程的决定性使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社

会形态。 2.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选择性。(1)社会发展过程

中主体的选择性是指在历史转折时期出现多种可能性时主体

对具体道路的确定作用。(2)主体选择性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一是这种主体选择取决于内在矛盾与外在因素的相互作用，

取决于不同阶级、集团实际力量的对比.二是这种选择取决于

人民大众的愿望与要求，取决于领导集团对历史必然性和本

民族特点的认知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民族的根本利益。(3)

主体的选择性使社会形态具有多样性。 3.主体的选择性与社

会发展的决定性是内在统一的。(1)选择的对象只能存在于可

能性空间中，可能性空间是选择的活动前提，这个可能性空

间却是由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生产力决定的。(2)主体的历史

选择有既定前提并受社会规律的制约，它不能改变人类历史

总体进程。 4.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充分说明了坚持历

史决定论和承认主体选择的一致性。(1)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

建立，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旧中国，社会基本矛

盾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

发展，上层建筑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变革。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历史决

定论的作用。(2)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正确选择的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在中国进行

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以国

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妄图在中国发展



资本主义，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并且取得了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又体现了主

体选择的作用。 相关知识点4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难探索

1.科学认识国情，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一个重大理

论与实际问题。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内掀

起了一股调查研究、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

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热潮，并在中共八大前后及国民

经济调整时期取得一系列初步的但却是重要的理论成果。 2.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规律有一个曲折的过程，

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实践中一贯坚持下去，有时还出现

了严重的背离，使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1)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不发达的社会主

义”这一基本国情。“大跃进”运动是党试图通过群众的建

设热情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迅速积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

质财富，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超越了现实阶段，提出了不切

实际的口号。“人民公社化”运动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

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途径，建立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以

便实现“直接过渡”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

这也脱离了当时生产关系的现实而完全依靠主观意志形成的

新的生产关系，结果事与愿违，造成严重的后果。(2)反右斗

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背离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正确

认识。1962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阶级斗争扩

大化、绝对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

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此背景下，1966年爆

发了“文化大革命”，百考试题。 3.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及其意义。邓小平在科学认识了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路线

、方针和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崭新局面。 4.江泽民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

认识及其意义。江泽民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创立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

律的认识。 5.胡锦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及其

意义。胡锦涛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要求，创立了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了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认识。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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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