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修四《哲学与文化》 专题六

实 现 人 生 的 价 值

2024高考一轮复习



课前背书
1.哲学上的价值是指什么？

2.人的价值的内涵及评价？

3.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具有怎样的导向作用？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5.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6.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什么？

7.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含义及关系？

8.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9.如何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10.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有哪些？



《哲学与文化》基本结构

哲学
(第1课)

马克思
主义哲学

辩证唯
物主义

历史唯
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4课）

唯物辩证法（第3课）

社会历史观（第5课）

人生观、价值观（第6课）

辩证唯物论（第2课）

文化
（第三单元）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第7课）

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第8课）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第9课）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知识预览

哲学
马克思

主义哲学

辩证唯

物主义

历史唯

物主义

辩证唯物论辩证唯物论

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

人生价值观人生价值观

一般到个别 整体与部分

第二课 探究世界的本质

第四课 探索认识的奥秘

第五课 寻觅社会的真谛

第六课 实现人生的价值

第一课
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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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高考风向——一览无余



课标要求

课标
要求

理解价值观对人们行为的导向作用，
探寻实现人生价值的条件和途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备考
策略

以“怎样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议题，探究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寻找身边的榜样，感受具体的、现实的典范，通过为其撰写颁奖词，引导学生积极投
身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创造幸福人生，培养学生的公共参与意识

备考
指南

1．以学校思政课、抗击疫情和名人名言等为背景，通过简单或者一般情境的呈现，考查
人生的真正价值、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2．防疫工作和名人名言等为简单情境，考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客观依据、特点等3
．以青年的奋斗青春、习近平的青年寄语、青年的选培和张桂梅事迹等为简单情境，考
查价值的创造与实现



单元真题列表

核心考点 考题 知识点

社会历史
观

2022山东T8;北京T4；
2023浙江6月T10；2023山东T11；2023山东
T10；2023山东T1；2023湖北T20、T15；

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存在与社会
意识、人民群众
主体

人生价值
观

2022山东T10;

2023浙江6月T19； 人的价值

2022辽宁T11;浙江6月T31；2023新课标T15； 价值观



名词点击——击破抽象

PART 02



        是指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意义，即一事物所具有的

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积极功能和属性。

1、价值

        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价值的基础上,

形成的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

3、价值观

       人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在于通过自己的活动满

足社会、他人以及自己的需要，但主要在于对社会

的贡献。

2、人的价值

 （1）价值判断：对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

度作出判断。

（2）价值选择：人们的价值选择是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

出的。

4、价值判断、价值选择

名词点击



体系构建——一网打尽

PART 03



知识预览

认
识
社
会
与
价
值
选
择

寻觅社会
的真谛

探索认识
的奥秘

价 值 与 价 值 观

价 值 判 断 与 价 值 选 择

价 值 的 创 造 和 实 现

人 的 认 识 从 何 而 来

在实践中追求和发展真理

实现人生
的价值

社 会 历 史 的 本 质

社 会 历 史 的 发 展

社 会 历 史 的 主 体

认识论

社会历史观

人生价值观

社会历史的发展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知识体系



高频考点——核心突破

PART 04



价 值

人的价值
★内容（社会价值+自我…
…）
价值评价（看贡献）

价值观

★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

对认识、改造世界

承载着精神追求，体现着标准
是人生向导

★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What\Why\how）

知识体系



1.人的价值

含义 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内涵

①社会价值：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即通过自己的活动满足社会、他人的需要②

自我价值：在满足社会和他人需要的同时，自己也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得到社会对

自己价值的承认，实现对自我的满足

特点 人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受者

评价
对一个人的价值的评价归根到底是看他的贡献，最根本的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

业的贡献，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大小，就是看他为人类、社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什么

核心突破一：价值与价值观



2.价值观及其导向作用

是

什

么

含义
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价值的基础上，会形成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就

是价值观

实质 是一种社会意识

作用

①价值观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有重要导向作用。一方面，价值观影响人们对事物

的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价值观影响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②价值观是人生的重要向导

③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人类

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精神力量是全社会共同

认可的核心价值观

方法论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克服错误的价值观。当前，我们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核心突破一：价值与价值观



3.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基本

内容

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

会层面的价值取向；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重要

意义

①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

题，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②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

要求 ①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②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核心突破一：价值与价值观



知识拓展：比较意识、认识、社会意识、价值观

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论 意识

认识论 认识

历史唯物主义
社会历史观 社会意识

人生价值观 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易混易错辨析
1.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  )

2.事物价值的转换取决于认识的发展性。(  )

3.获得的回报越多，人生价值越大。(  )

4.人生的真正价值是贡献与索取的统一。(  )

5.价值观念决定人的行为选择。(  )

6.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

7.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  )

8.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首先看他在物质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其次看他在精神方面对社会的贡
献。(  )



易混易错辨析
1.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

【解析】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
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但价值观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只有正确的价值观才会对人们的行为起
积极作用，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促进社会发展。
2.事物价值的转换取决于认识的发展性。

【解析】事物价值的转换取决于事物的属性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3.获得的回报越多，人生价值越大。

【解析】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不在于回报的多少。
4.人生的真正价值是贡献与索取的统一。

【解析】人生价值是贡献与索取的统一，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
5.价值观念决定人的行为选择。

【解析】价值观具有导向作用，对认识、改造世界的活动和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指导作用而非决定作用。
6.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解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7.自我价值的实现是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

【解析】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衡量人生价值的主要标准。
8.衡量一个人价值的大小，首先看他在物质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其次看他在精神方面对社会的贡献。

【解析】对人的价值的评价主要是看他的贡献。最根本的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贡献。评价一个人
价值的大小，就是看他为人类、社会、国家和人民贡献了什么，而不是首先看他在物质方面对社会的贡献，
其次看他在精神方面对社会的贡献。



价
值
判
断
和
价
值
选
择

1、含义

内涵
2、★关系：在判断的基础上选择

3、产生：实践

基本
特征

社会
历史性

主体差异性

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同

因人而异

★评
价标
准/

要求

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客观标准、基本标准

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 主观标准、最高标准

提示：阶级社会具有阶级性。

知识体系



1．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标准

标准 原因 要求

自觉遵循社会发展

的客观规律

①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社会存在在人们头

脑中反映的产物，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

成的②人们选择的目标能否实现，实现的程

度如何，取决于人们的认识是否符合社会发

展的客观规律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出正确的价值

判断和价值选择，必须坚持真理，遵

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历史的必

由之路

自觉站在最广大人

民的立场上

①面对同一问题，人们的不同表现体现出价

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差异，产生不同价值判

断与价值选择的冲突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

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

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

，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把献

身人民的事业、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

自己最高的价值追求

核心突破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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