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迁移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第一方面
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

哲学两大基本派别

存在决定思维
物质决定意识

思维决定存在
意识决定物质

哲学的基本问题

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何者为第一性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决定
社会存在

两种基本的历史观

延伸到
社会历史领域 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心主义
（唯心史观）（唯物史观）

回顾: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问题导学

1.社会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2.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3.社会历史的主体是谁？

核心考点二  寻觅社会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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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的、上升的，过程是曲折的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社会历史
的本质

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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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核心考点二  寻觅社会的真谛



劳动集中表现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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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1.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p196

实践的基本形式

物质生产的实践

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

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

人类社会生活
的领域
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精神文化领域

构
成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构成

劳动即社会实践
重难突破



原理内容 方法论

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
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
识的变化、发展。

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做事情要从社会存在的实际出发，树立
正确的社会意识，反对错误的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具有

相对独立性

不完全同步：社会意识有时会落后于社会存在，
有时又会先于社会存在而变化、发展；

能动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可以正确的预见
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社会发展起积极的
推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阻碍
作用。

图示

2、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p196：（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社社  会存会存  
在在

社社  会会
意意  识识

决决    定定

反作用反作用

地理环境地理环境
人口因素人口因素
生产方式生产方式

风俗习惯风俗习惯
社会心理社会心理
不同社会不同社会
意识形式意识形式

相对独立性



3、社会基本矛盾运动：p197

基本矛盾 辩证关系
基本规律(任何社会
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律

)

是
什
么

贯穿人
类社会
始终的
基本矛
盾

方法论   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

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矛盾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
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
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知识链接 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第一课第一框

劳动 生产资料
唯一
源泉

条件

占统治地位

决定作用

物质资料的生产

决定

生产工具 劳动对象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
所有制

人们在生产中
的地位和相互
关系

产品的分
配关系

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决定

社会意识形态：政治
法律思想、道德、宗
教、哲学、艺术等

政治组织设施：军队、
警察、监狱、法庭、
政府部门、党派等国
家机关和政治组织等

思想上层
建筑

政治上层
建筑

反作用 反作用

劳动者



l凡事涉及到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生产（种植）技术和模式、新的生产材
料的研发和供应等体现的都是生产力的发展。

l凡与经济有关的制度、体制、政策，属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如：基
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市场经济体制、财税制度、土地“三权分置”制
度等，体现的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

l凡事涉及到政治、法律制度，如：人大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XXX
法，等。政治、法律制度的设施，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政府机
构，等。意识形态有关的观念，如：毛泽东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体现的是调整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

区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一般而言，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
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观念的转变体现的是上层建筑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



4、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p198：
                       前进的、上升的，  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

  原理内容 方法论

总趋势 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

要顺应社会

历史发展趋

势

根本动力
社会发展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运动中，即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产生、发展和解决中实现的

阶级社会
基本矛盾的解决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的，阶级斗争是推动

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阶级社会 社会主义社会

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矛盾性质 对抗性（敌我矛盾） 非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

解决方式 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的自完善和发展——改革

根本目的 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 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
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作用
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
直接动力

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强大动力

提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
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的直接动力。社会发展的主体动力：人民群众。

系统整合



改革的哲学依据前挂后联

(1)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改革的意义就在于不断破除束缚生产

力发展的旧体制和旧观念，使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2)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是既肯定又否定，既克服又保留，其

实质是“扬弃”。改革是一个辩证的否定的过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

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3)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贯穿人类

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

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含义 一切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劳动群众是人民群众的主体部分

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

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③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方法论：
坚持群众观点
和群众路线

群众

观点

内容
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
负责，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地位
是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工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重要保证党的根本立场和根本观点,党制定路线、政策的根本出点

群众

路线

内容 一切为了 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地位
是取得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成功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重要i保证。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
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提醒：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不是创造社会历史的源泉，不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能决
定社会历史的性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5、社会历史的主体p199-200：



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哲学依据前挂后联

(1)唯物论角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2)辩证法角度：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3)认识论角度：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

(4)唯物史观角度：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要求我们坚持群众

观点和群众路线；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

立场上；人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考向一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1.(2023·广东高考)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是我国居民出行最常见的代步工

具。近年来，随着绿色低碳出行观念的普及，多地出现骑行热，凭借健身、

时尚、科技等新元素，沉寂多年的自行车再次引发民众的消费热潮。这一

现象说明

①人的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

②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定生活面貌

③事物的发展是间断性和飞跃性的统一

④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典题精研



近年来，人们为了健身等目的，再次选择骑行，沉寂多年的自行车再

次引发民众的消费热潮，说明人的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和选择性，①

符合题意。

物质决定意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意识范畴，不能决定客观的

生活面貌，②说法错误。

事物的发展是连续性与间断性、渐进性与飞跃性的统一，③说法错误。

“绿色低碳出行观念”这一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使多地

出现骑行热，④符合题意。故本题选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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