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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一章的内容是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的

静态把握，本章则是社会的"本质和结构"的动态展开。"本

质""结构"在运行中呈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动力体系"

和"历史创造者"的活动。本章的三节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层

次展开论述的。 第一节"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阐述的是社会

规律和特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

盾运动及其规律。其基本内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构成生产

方式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构成的社

会的基本规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变化发展，

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上层建筑适合

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构成社会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第二节"

社会发展动力"将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种多样的动力作了清

晰的梳理和归结，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系。指出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

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斗

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

定力量以及科技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历史的创

造者"围绕着历史主体的作用阐述了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

系，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的关系以及人民群众与个人在历

史上的作用问题。 本章内容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规律、动力和

历史主体问题，所以突出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功能。



本章的困难之处在于多个规律条条相扣，动力体系环环相结

，头绪繁多。把握本章的要领在于梳理好理论线索。要从把

握社会基本矛盾入手，将各个问题层层依次理清。 一、社会

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规律及其特点【高频命题点】（

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社

会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 （1）从形成机制上，它形成

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 （2）从作用方式上，社会规律只有

通过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才能实现。 （3）从表现形式

上，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 2．恩格斯"历史合力

论"。（考过主观性试题） （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发展状况规律【重点考点难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

题）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 （1）生产力决定生产

关系。 （2）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2．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矛盾运动 3．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

力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

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方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归

根到底取决于和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上层

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重点考点难点】（

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 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及设施。政治上层

建筑以思想上层建筑为指导，思想上层建筑通过政治上层建

筑来保证。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2．上层建筑一

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的基本内容 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和发展变化的方向，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取决于和服务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要求。 二、社会发展的动



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

盾的内容和作用（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1．社会基本矛

盾的构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2．两对基本矛盾的不同地位

和作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根本的矛盾。 3．社

会基本矛盾的作用机制 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是由以社会基

本矛盾为根本动力的动力系统推动的。 （二）生产力是社会

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标准"的依据及意义（一般考单

选题、多选题） 1．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

定力量的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社会发

展的历史进程，所以，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2．生产力标准是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

力量的原理的体现。 （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

动力（一般考多选题） （四）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与改革

（一般考多选题） 1．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革

命是实现社会形态变更的决定性环节，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2．社会改革也是推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革方式，它是在

同一社会形态中，通过调整、变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及环节，是解决社会基本矛

盾的基本形式。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用新体制取代旧体制以

解放生产力，是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所以改革也是一场革

命。 （五）科学技术革命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一般考多

选题） 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伟大杠杆，是人类

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六）科学技术发展与"



全球问题"【命题热点】（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

题的一个采分点） 1．科学技术社会作用具有两重性 科学技

术的迅速发展像一把双刃剑。 2．"全球问题"的实质 "全球问

题"深刻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科学与价值的矛盾。 3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哲学意义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内容：（1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的发展。（2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 (七）交往

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命题热点】 （1）交往的含义 交

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

系的一种互动中介，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

、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 （2）交往的社会作用 ①交往促进

生产力发展②交往推动社会关系变革和改善 ③交往是传承科

学文化的重要途径 ④交往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⑤全球化时代的

交往活动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 三、历

史的创造者 （一）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关系【重点考点难

点命题热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在社会历史中，人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 2．社会

发展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主观能动性

）的辩证统一。 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必要条件。将二

者割裂会导致唯意志论或机械论、宿命论。 （二）历史的参

与者与创造者【难点易错点】（一般考多选题） 凡是社会中

从事一定认识实践活动的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而社会发

展的推动者和社会发展方向和总趋势的决定者才是历史的创

造者。 （三）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考多选

题） 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民群



众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因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

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从量的

规定性看，人民群众是居民中的大多数；从质的方面看，是

推动历史前进的人。 （四）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难点】（

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杰出人

物的出现体现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1）杰出人物的产

生和社会作用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社会存在是物质性的决定

性的方面。属于历史必然性的因素。 杰出人物的产生及其社

会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杰出人物总是适应

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即"时势造英雄"。时势主要表现为生

产力的发展，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 （2）具体的杰出人物

的出现也取决于偶然因素 具体的杰出人物个人的出现则取决

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主观条件、机遇。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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