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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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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社会历史的本质？

本节课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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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社会生活的本质是什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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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谈到劳动的重要性。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

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

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

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

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

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

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

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结合上述材料，说明劳动在人类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



 

 1.劳动是社会历史的起点

（1）劳动创造了人,劳动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2）劳动发展史是理解所有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

使猿脑变成人脑，
形成语言和意识。

使人结成了社会联系，
形成了社会关系。

劳动

改变人的生理结构，                                                             
形成手脚分工。



构成：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实践

社会

生活

经济领域

政治领域

精神文化领域

构成：人类调整、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

2.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构成：人类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



问题一  小结

社会生活

本质上是

实践的

 劳动是社会历史的起点

   经济领域由物质生产的实践构成

全部社会生活在
本质上是实践的 政治领域由调整、改革社会关系的实践构成

 精神文化领域由创造科学文化的实践构成

 劳动创造了人,推动了

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 

劳动发展史是理解所有社
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教材第59页 阅读与思考



问题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什么关系？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

u 是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u 两种基本的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

主义 

u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

u 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u 两大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u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物质 意识
决定

能动作用



请在此输入您的文本。
  指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

主要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还包括地理环境、人口等社

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

1.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

 

   指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

包括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即

政治、法律、艺术、道德、哲

学、宗教等观点，也包括社会

心理和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

社 会 存 在 社 会 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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