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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着重了

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基本矛盾
运动规律、社会发展的动力以及人民群众和个人在
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提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正确认
识历史和现实、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性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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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难点：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

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

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生产力是社

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科技进步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

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学时数：5学时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使用教学PPT、观看视频资料，课

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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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录

第一节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第二节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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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二)社会存在

(三)社会意识

(四)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对于

树立科学历史观和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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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

 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历史唯心主义（唯心史观）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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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解决历史观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

 划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标准

 把握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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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史观的缺陷

缺陷

只考察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没有
看到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动因

把社会历史看成是精神发展史
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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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史观的根源

根源

社会历史根源

阶级根源

认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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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

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是指物质生活

资料的生产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环境

和人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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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存在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永恒的、必要条件

 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起制约和影响作用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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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的作用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来源

 地理环境影响着社会发展的速度

 地理环境给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特色

 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和保持生态平衡对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地理环境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替

 （2）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受社会因素

主要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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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决定论
人类社会的发展主要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

它决定了人的体质、社会心理、民族性格以及国
家的兴衰存亡

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
热带民族的懦弱往往使他们陷于
奴隶地位，而寒带民族的强悍则
使他们保持自由的地位，所有这
些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孟德斯鸠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b.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的作用：

 一定数量的人口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人口因素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1）人口状况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

 （2）人口状况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更替

 （3）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要受到许

多社会条件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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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决定论

人口决定论：

人口是决定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

人口按几何
级数增长，生活
资料按算术级数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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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产方式

是人类社会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前提基础

决定社会的性质、结构和面貌

其变化决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变化

生产方式对社会存在和发展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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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封建
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三)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

方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包括

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

如道德、宗教、哲学、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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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并反作用于社会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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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

1、社会意识的产生基础是社会存在

2、社会意识的内容来源于社会存在

3、社会意识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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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1、社会意识的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

2、社会意识内部各形式之间相互影响且各具有其历

史继承性

3、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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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辩证关系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重大反作用

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

决定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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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对于

树立科学历史观和指导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

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

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

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

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

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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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社会发展

包括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社会发展理念特别是路线、方针、政策是否

正确，取决于它们能否正确反映社会存在。我国

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或总体部署，必须从

我国现实的社会存在出发，即从我国现实的社会

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出发，也就是从我国的基本

国情和发展要求出发。思想文化的发展既决定于

社会存在发展的要求，又对社会存在发展起能动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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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先进文化是有效解决人类社会生存和

发展中各种矛盾的精神武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

表现在：

1、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

2、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3、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凝聚力量。

4、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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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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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人类第一个历史活
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
要的物质资料，生产力
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
历史的基础。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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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

生产力是既得的客观的物质力量

生产力是反映人和自然关系的范畴

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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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要素

生产力

劳动对象

劳动资料

劳 动 者

科学技术

科学管理

实
体
性
要
素

智
能
性
要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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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关系

 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的经济关系

 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家庭
关系、宗教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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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行生产，人们

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
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
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
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
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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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和广义的生产关系

狭义的生产关系

是指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

产品分配关系

广义的生产关系

是指人们在再生产的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多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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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及
其相互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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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社会的
生产方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有机结合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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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

 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状况时，就会阻碍生
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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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

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

基本相适合——基本不适合——基本相适合……

生产关系总是：

相对稳定——新旧更替——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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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意义

 否定了以“道德说教”作为评判历史功过的思想体

系，确立了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

 把握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把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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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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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基本规律，把握

好这一规律，要弄清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的基本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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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具有内在联系

经
济
基
础

是
由
社
会
一
定
发
展
阶
段
的
生
产
力

所
决
定
的
生
产
关
系
的
总
和

经济基础的实质

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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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

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

政治上层建筑

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国

家政权机构、政党、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政

治组织形态和设施

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

的意识形态以及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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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上层建筑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经济基础

 主要在服务方向、服务形式和服务效果起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性质、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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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体和政体

国体 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表明国家政权掌

握在哪个阶级手中

政体 指政权构成形式，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

的形式去组织自己的政权

 国体决定政体 政体服从于国体

 政体为国体服务对保证国家性质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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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上层
建筑

适合 经济
基础

适合 生产力
促进
作用

上层建筑 不适合 经济基础
阻碍
作用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及特殊形式

（一）社会形态的内涵

（二）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三）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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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形态的内涵

社会形态

经济形态 政治形态 意识形态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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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在于，人类总体历史过程
表现为原始社会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
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
（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

2、社会形态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于，不同民族在特

定的条件下可以超越某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而
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呈现出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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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

社会形态一次更替的过程和规律是客观的，其发
展的基本趋势是确定不移的

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造成了一定历史阶段社会
发展的基本趋势，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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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社会发展从总的方向是上升的、前进的

 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是迂回曲折的，不是直线

上升的（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

社会发展的曲折性有两种类型：

 事物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周期性曲折

 新生事物成长的复杂性，包括发展过程中的暂

时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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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三、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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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

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二）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三）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

 规定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形态、社会制度

的基本性质

 制约着社会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社会历

史的一般进程，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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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在历

史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

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着社会中其他

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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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在社会发展过程的矛盾系统中，各种矛盾

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平衡的，存在主要矛盾和非

主要矛盾的区别。社会主要矛盾是处于支配地

位，在社会发展过程一定阶段上起主导作用的

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

响着社会非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要

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相互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相

互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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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要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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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级社

会的科学方法

（四）社会革命的实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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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历史范畴

 所谓阶级，是指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
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
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阶级斗争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对抗阶级之间
的对立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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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社会基本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基础，阶级
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和结果

1) 先进阶级对反动阶级的斗争，才能实现社

会形态的质的飞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 斗争中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从而

使社会形态处于量变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推

动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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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认识阶
级社会的科学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
斗争观点去观察和认识阶级社会的社会历史现象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
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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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革命的实质和作用

 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革命

 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

十月革命 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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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的实质

社会革命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

社会革命的实质

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

用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

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

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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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的作用

 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决定性环节

 社会革命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伟大
作用

 无产阶级革命将会为消除阶级对抗，并充分利用全人类
的文明成果，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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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改革是在保持社会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对社会制度的实现形式或某些环节和方面进行的
变革，是社会发展中的量变或部分质变

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
发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南林马院原理教研室



所谓“社会主义社会”
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
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
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
和改革的社会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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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强大杠杆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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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科技革命 推动

生产方式变革

生活方式变革

思维方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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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科技革命是一把“双刃剑”

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造福于人类

在一定条件下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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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问题实质及其启示

 全球问题是指人类在发展科技和经济的过程中所产
生的危害世界各国生存和发展的问题

 “全球问题”实质深刻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全球问题”深刻地反映了科学与价值的矛盾

 全球问题告诉人们，必须辩证地看待科学技术的社
会作用，充分注意和重视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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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满足人类的需要

 当代人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

 实现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等社会因素的协调发

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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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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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二）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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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英雄史观：

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出发，宣
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观点

群众史观：

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物质生产活
动的主体不是英雄，而是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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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观的两种基本形式

唯意志论或主观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认为少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意志可以决定历
史进程

宿命论或客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

认为社会历史是由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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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创造历史的活动也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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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无产阶级
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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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群众观点

 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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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一）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二）辩证地理解和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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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每个人尽管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不同

但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毕升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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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

杰出人物和反面人物都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

孙
中
山

希特勒

比
尔
盖
茨

希
特
勒

爱
因
斯
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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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地理解和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

 时势造英雄，杰出人物出现有其必然性

 但同时又是历史进程中的偶然

秋收起义 大泽乡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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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辩证地理解和评价个人的历史作用

坚持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和阶级分析方法

 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是把历史人物置于他所处的

历史时代去认识和评价，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标准

去苛求古人

 阶级分析方法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属的阶

级中去考察，通过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关系对历

史人物的特殊性格和特殊表现做出具体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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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 1.结合实际，并根据你对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的理解

，谈谈在利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 2.试分析：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为什么同

一时代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却丰富多彩、差异很大

甚至产生对立呢？搞清这些道理，对于提高自己思想

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会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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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 3.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有哪些变化？分配

机制有哪些改变？

• 4.结合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谈谈我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做到

以人为本。

• 5.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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