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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导学问题清单：
1.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相关内容：
⑴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概念？(2)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3)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4)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VS区别物质与意识的辩
证关系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的关系
2.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普遍规律的相关内容：⑴生产方式的包含？(2)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的含义？(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4)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含义
?(5)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3.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实现途径的相关内容：⑴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过程？(2)社

会发展的实现途径？（社会基本矛盾是如何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3)如何理解我国
的社会主义改革?
4.人民群众的相关知识：(1)人民群众的含义？(2)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方

法论是什么？
5.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相关知识：(1)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含义？(2)群众观点与群

众路线的内容与地位是什么？(3)坚持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有什么重要意义？



哲学 马克思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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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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
与把握规律

第二单元
认识社会
与价值选择

第
一
课



课标要求 核心素养 考情预测

政治认同：立足于社会发展，
从哲学角度对我国改革的要求、
措施进行系统化理解，以增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和
赞同；自觉坚持用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看待和处理问题
科学精神：通过对社会存在与
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学习，用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看待社会现
象、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对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有正确
的认识。

领悟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
认同人民的利益
为最高价值标准，
树立为人民服务
的思想。从社会
生产特别是生产
和生产关系的矛
盾运动来解释世
界，认识社会发
展规律。

  本专题为高考考查的重点专题
（1）从命题内容上看，社会存在与
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历史发展
的规律、改革、社会历史主体等知识
是考查的重点
（2）从考查形式上看，选择题和非
选择题均有出现，试题的综合性较强
（3）在复习备考中，应重点关注建
党精神、国家改革、脱贫攻坚、依法
治国等方面的社会热点话题。



试题分布 考情统计

社
会
历
史
观

社会存在与社会
意识
 

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②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21全国乙40（1）,21湖南
12,21河北15 , 21浙江6月
39,20课标Ⅰ23, 20课标Ⅱ23 
,17课标Ⅲ21 , 17课标23  

9年6次

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
 

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
其矛盾运动

 21河北15  , 18课标Ⅰ40,
17课标Ⅲ20 , 16课标Ⅰ22

9年4次

主观题1次

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
其矛盾运动

15课标Ⅰ16 9年1次

社会历史发展趋
势 

①社会发展的实现方式
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特点 

21湖南19
9年1次

人民群众是历史
的创造者

①人民群众的概念      

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③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9课标Ⅱ40(1),19课标
Ⅲ40(1),17课标Ⅰ40 ,16课标
Ⅲ22  ,15课标Ⅱ19,13课标
Ⅰ22

9年6次

主观题3次



寻寻
觅觅
社社
会会
的的
真真
谛谛

社会历史社会历史
的本质的本质

社会历史社会历史
的发展的发展

社会历史社会历史
的主体的主体

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P60-61

社会生活
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

劳动是社会历史的起点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

社会历史
发展的总
趋势

社会历
史发展
的规律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方
法P64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P6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P63

改革P64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方法论】P68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世界观
】P65-67



1、劳动是社会历史的起点（劳动对社会和人的产生和发展的作用）P58

①劳动是社会历史的起点。
②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③劳动发展史是理解所有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2.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P58

①人类历史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
也就是研究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运动规律。

经济领域：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实践构成的社会生活的经济领
域。
政治领域：人类调整、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
政治领域。
精神文化领域：人类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文
化领域。

②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生成了社会
生活的全部领域，形成了全部社会关系，推动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



3、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和基本派别P59

回顾: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Ø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温馨提示: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
延伸。 

那么，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
识的关系问题是历
史观的基本问题。

唯物史观 唯心史观



比较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物质与意识

区别

研究对象 人类社会 整个世界

地位
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

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

作用

对二者关系的不同回答是划分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的依据

对二者关系的不同回答是划分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依据

联系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是物质与意识关系问题

在社会历史领域的体现



     社会历史是人们活动的结果，而人的活动是有自觉意识和
目的的。由此便形成一种假象，似乎社会历史是由人们的动机、
目的决定的。以往的社会历史理论被这种假象所迷惑，只是考
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没有进一步追溯到产生这些思
想动机的物质原因——社会存在。

5、以往社会历史理论陷入唯心主义的原因（了解）P59



4、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含义P59

（1）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主要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还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口等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生产力 生产关系

(2) 社会意识：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
等观点，也包括社会心理和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
判断：下列哪些属于社会存在？哪些属于社会意识？

1.电影院
2.2022年度流行热词 :YYDS；摆烂；内卷；EMO……
3.抗疫精神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劳动者                                             6.中国
梦
7.生产关系                      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 社会

意识



6.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及其方法论P60-61

A.【原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P60-61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
②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
（2）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①从根本上说，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
②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具有不完全同步性，它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有时又会先于
社会存在而变化、发展。
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先进
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地预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B.【方法论】
①要求重视社会存在，从客观存在的从客观存在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
②同时要确立正确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克服错误的社会意识。

针对、基于、根据…(问题、现状、情
况、形势等)提出、制定、出台…(理
论、方针、政策、规划等)。

在…(路线、方针、思想、理论等)指导下，…(事业、活动
等)取得(成就、胜利、发展、前进、成功、失败…)



1.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重要性P61-62

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②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和面
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社形态的更替。
Ø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方法论】：要重视生产活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P62

(1)含义:

  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

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被加工改造的物。

劳动资料：所运用的物质手段，其中最重要的

是劳动工具

劳动者：即人，在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

生产力
注意：在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1)含义: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P62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社会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
产品分配关系。

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如：雇佣剥削、平等互助）

产品分配关系（如：按劳分配、按需分配）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如：公有制、私有制）    

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生产关系



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具有反作用反作用  

生产力

劳动者

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

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

产品分配关系

决定

反作用

 适合：推动作用（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
不适合：阻碍作用（大跃进时期的生产关系）

(2)辩证关系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P62



（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
况的规律）原理

【原理内容】①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
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性质；生产力的；生产力的变化变化
发展发展，迟早会，迟早会引起引起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变革。。
  ②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适合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
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推动作用。当生产关系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生产力发展状
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况时，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阻碍作用。作用。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P62

（3）【方法论】：【方法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要求我们遵循生产关系
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①要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③调整、
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环节，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推动社会发展。



3.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P63

(1)含义: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决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
和
    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和

设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

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制度、市场经济
体制、财税制度、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社保
政策等。

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
哲学、宗教等

制度：政治、法律制度 注意：与经济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属经济基础，（ 如：生产
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财税制度、土地“三权分置”制度）
组织：政党组织和社会组织
设施：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权机关等



（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
状况的规律）原理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
施，决定社会的各种思想观点和社会的意识形态。

3.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P63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a、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它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
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
b、当上层建筑为先进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它就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
动社会进步；当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服务时，则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
碍社会前进。
（3）【方法论】【方法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运动要求我们遵循上层建筑
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状况规律。 ①要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②调整、改革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经济基础的环节，以适应、巩固与服务于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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