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人类社会
及其发展规律



教学目的和要求

学习和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着重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
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社会发展
的动力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观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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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点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第一节社会基本矛
盾及其运动规律



（一）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1.唯心史观：

2.唯物史观：

第一, 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根本不同

第二, 对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认识根本不同

第三, 对历史的创造者的认识根本对立。

第四, 根本的对立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及其辩证关系
1.概念:

社会存在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生
活的物质方面，主要指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
及生产方式，也包括地理因素和人口因素。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社会存
在的反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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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①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内容的客观来源，社会意
识是社会物质生活过程及其条件的主观反映;
②社会意识是人们社会物质交往的产物;
③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也相应地或迟
或早地发生变化和发展;
④总之，社会意识以理论、观念、心理等形式反
映社会存在。



3.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①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平衡性。

②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相互影响且各具有
其历史的继承性。

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的反作用。



二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

1.概念：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
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

2.构成要素：实体因素------劳动者、生产资料

渗透性因素---科技、信息、教育



※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①科学技术并不是直接生产力，而只是潜
在生产力；

②科技可以渗透到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劳动者中转化为生产力；

③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科技是推动生产
力发展 重要的因素。



★生产关系

1.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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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两种基本类型

①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
基础的生产关系

②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
基础的生产关系



1.辩证关系：
①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
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革；

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反作用：适应→推动；
不适应→阻碍

2.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发展运动过程

3.现实意义：
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按生产力发展
水平调整生产关系。

（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１.什么是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是指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
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２.什么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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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②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２.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循环往复发展的过程

３.现实意义：

在当代中国，必须正确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

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并在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同时，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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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
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
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
统一体。社会形态包括社会的经济形态、政
治形态和意识形态，是三者的历史的、具体
的统一。



（二）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１.统一性：

社会历史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

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２.多样性：

每个国家或民族有其各自的发展历程



（三）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与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１.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

社会形态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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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人们的历史选择性：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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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可
能性空间。

②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也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
统一的过程。

③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性。



（四）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

社会形态的更替，表现为历史的前进性
与曲折性、渐进性与跨越性的统一。



第二节社会历
史发展的动力



一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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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
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２.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
上层建筑作用于经济基础时，是否促进生产力发

展，取决于经济基础的性质：适应生产力发展－－促
进；不适应－－阻碍。



（二）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１.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 基本的动力因
素，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 终决定力量；

２.社会基本矛盾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决定着社会中其他
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３.社会基本矛盾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解决方式，
并从根本上影响和促进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



二、阶级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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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阶级，就是指一些大的社会集

团，由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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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阶级斗争是阶级对立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１.阶级斗争的作用

①质：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
更替

②量：在同一社会形态中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２.阶级斗争的形式

①经济斗争：被剥削人民为争取现实的经济利益
而进行的斗争

②政治斗争：为了追求被剥削人民的长远和根本
利益

③思想斗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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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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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

①社会主义的阶级结构：初级阶段有资本主义因素，
也有社会主义因素

②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趋势：是逐渐趋于缓和但阶
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

③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方式：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
群众运动，而变成少数的敌对分子同人民民主专政
的对抗。



三、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社会革命的实质和根源

1.社会革命的实质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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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革命的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



（二）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

1.社会革命是实现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手段和
决定性环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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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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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改革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１.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改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集中
表现在，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基本矛
盾，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
途径和手段。

２.社会发展离不开改革

３.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改革



五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杠杆

１. 对生产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

①改变了社会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②改变了人们的劳动形式。

③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

２.对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３.促进了思维方式的变革

总之，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我国制定并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正确的战略决策。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双重性

１.科学技术能够更多地创造出人们所需的物质
财富，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２.由于对科学技术应用不当等原因，也会产生
一定的消极后果：

①由于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够，
或缺乏对科学技术消极后果的强有力的控制
手段而产生的；

②与一定的社会制度有关。

３.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

“全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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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

１.唯物史观：群众历史观－人民是决定历史的根本源泉

２.唯心史观：英雄史观－少数英雄决定历史

（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
的前提

１.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

２.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

３.人的现实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三）从社会历史的整体联系和具体过程
中认识和把握历史创造者及其活动：

１.唯物史观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来探究
历史创造者问题；

２.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入手来考
察和说明历史创造者及其活动；

３.唯物史观从人与历史关系的不同层次上考察
人们历史活动的作用及其性质。



（四）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

１.什么是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从质上说是
指一切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说是
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２.人民群众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起着决定性作用？

①人民群众是奋勉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②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③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④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３.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局限性：

①要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②要受到人民群众自身精神文化条件的限制



（五）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１.群众观点

①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③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④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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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一）社会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人合力作用的结果

每个人尽管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各有

不同，但都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离开了每一
个个人的作用也就不可能有群众的作用。

（二）历史人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作用

１.历史人物：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２.杰出人物：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英雄人物）

３.反面人物：



（三）从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中理解个
人的历史作用

１.是历史任务的发起者——比一般人站得
高看得远，发现规律

２.是历史任务的组织者——团结、组织人
民群众完成历史任务

３.是历史任务的重大影响者——对历史人

物的解决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四）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科学方法

１.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

①历史分析方法

②阶级分析方法

２.无产阶级领袖

它是无产阶级政党中 具威信、 有经
验、被选出来担任 高职务的被称为领袖的
人的集团。



３.无产阶级领袖的作用

①在理论上，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
重大的理论贡献

②在实践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创立了不朽的功勋

４.正确对待无产阶级领袖

①要尊重我们的领袖，热爱领袖

②反对个人崇拜，敢于向权威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