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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595890.htm 第五章社会的本质和结构 这一

章与其后的两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即唯

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主义

的核心内容。从理论上说，它并不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并列的

另一个"主义"。但从复习考试来说，这三章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系统。 本章可以视为唯物史观的绪论。本章阐述了唯物史

观的基本思想，其理论线索是以实践观为核心，揭示人类社

会的本质，具体分析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

及其功能。这一章在框架结构上的特点就是一个"基础"，一

个"本质"，三个"结构"。即社会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的实践

本质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观念结构。 本章试题

的特点是，既有微观上的重要性，又有宏观上的重要性。 从

微观上看，本章理论内容丰富，考点星罗棋布。几乎涉及到

了全部基本概念。 从宏观上看，本章的主要原理不仅在理论

上是唯物史观体系的建筑构架，而且直接就成为了试卷上的

考点. 一、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本质 （一）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的关系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可能考多选题、材料分

析题）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社

会存在由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等社

会物质生活条件所构成。其最本质的内容是物质资料生产方

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

的反映，总括了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 （二）

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在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高频命题

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1．地理

环境 （1）地理环境的含义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

，它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成为社会存在的要素，是与人类社会

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 （2）地理

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原理 地理环境是社会生存

和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条件。 （3）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

哲学批判 不承认地理环境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但不能把地理环境的作用夸大为决定

作用，那就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 （4）掌握地理

环境对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作用的原理的现实意义 这一原理启

示我们要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维护生态平衡，按照自

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改造自然环境。这是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的重要条件。 2．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是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必要条件，它对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但人口生产本身对

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 （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难点】（一般考多选题） 1．生产方式是把握

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逻辑范畴 2．生产方式的涵义和实质 生

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生产活

动）的社会形式。 3．生产方式（即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决定力量 （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发展【命题

热点】（一般考多选题、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五）

社会的实践本质【重点考点难点易错点】（一般考多选题、

材料分析题的一个采分点） 如何理解社会的本质，这是历史

观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 

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发源地。实践内在地包含着三重关系： ①

人与自然的关系 ②人与人的关系 ③人与其自身意识关系 这些

关系即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

最基本的关系。 (六)社会有机体与社会结构【难点易错点】 1

、社会有机体的含义 社会有机体是囊括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关

系的总体性范畴，指人类社会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各种关

系同时存在又相互依存所构成的整体。 2、社会结构 社会结

构是指社会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其内容就是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关系。 二、社会的经济结构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

内容的功能（一般考单选题、多选题） 从内容上看，社会经

济结构就是生产关系。 （二）生产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一

般考多选题） 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

，它表示人和自然的关系。 生产力构成要素分为两大类： 一

类为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像。另一

类生产力构成要素为智能性或渗透性要素，包括科技和管理

等。 （三）生产力的特性（一般考多选题） 1．生产力的本

质 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能力，其本质是主

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2．生产力的特征 （1）属人性（2

）客观性（3）社会性（4）历史性 （四）科学技术与生产力

（一般考多选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本质上体现着科学

、技术和生产的内在结构的根本变化。在近代，生产，技术

、科学的关系是以生产为起点的，而在现代，形成了以科学

为起点的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过程，科学技术成为现代生

产力的生长点、突破口和决定因素，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

现和主要标志。 （五）生产关系的本质和内在结构（一般考



单选题、多选题） 生产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社会关系。

（1）生产关系具有客观性，本质上是生产力的社会存在形式

，不能离开生产力状况任意改变生产关系。（2）生产关系是

一种物质利益关系。 三、社会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 （一）

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构成要素【重点考点难点易错点】（一

般考多选题） 1．社会的政治结构的涵义 政治结构（政治上

层建筑）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①政治法律设施：是指政党

、政权机关、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实体因素； ②政治

法律制度：是指政治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宪法等规章

与准则构成的系统。 2．政治上层建筑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 

政治上层建筑这两个部分都是根据经济基础的要求，并通过

人们的意识而形成的，是"思想的物质附属物"。从其归底由

经济关系决定、并且总是一定的思想意图的贯彻来说，它是

通过人的思想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因而是派生的、第二

性的。 3．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政权是核心。 （二）

社会的文化结构【重点考点难点易错点】（一般考多选题） 

社会文化结构的内容包括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的意识形式

。 （三）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特点【难点】（一般考单选题、

多选题） 1．意识形态的一般本质和特殊本质 （1）意识形态

的一般本质是指它作为社会意识的本质。 （2）意识形态的

特殊本质是指它具有阶级性 2．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意识

形态根源于社会存在，但一经产生，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

特殊的功能。 （1）不同步性（2）历史继承性（3）能动的反

作用 （四）文化及其社会功能【难点易错点】（一般考多选

题、材料分析题） 1．文化的涵义和社会功能 狭义的文化就

是指社会文化结构。 广义的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人化"。 2．文



化的社会功能。知识传承、教育塑造、认识功能、凝聚民族

精神。 3．先进文化的定义 先进文化是指反映先进生产力发

展要求的、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未来发展

方向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 4．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文化建设的意义和内容） （1）文化建设的重大

意义 当今时代，文化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 （2）文化建设的内容 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使人民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人民精神风

貌更加昂扬。 ①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②建设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

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③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 ④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创新，增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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