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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价值的本质

价值的基本特性

价值评价

价值评价的基本特点

价值评价的标准性问题

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真理与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

哲学上的“价值”是反映主体和客体之间意义关系的哲学范畴

是客体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意义

客观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客体本身所固有的，而与主体无关

主观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就是主体的欲望、情感和兴趣，而与客体无关

价值主体性

价值客观性

价值多维性

价值的社会历史性

价值评价主体对客体的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所作的评判或判断

价值评价通过揭示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形成对客体的不同态度，正确进行价值评价

要以真理为根据，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以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

根本。

评价以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为认识的对象

评价结果与评价主体直接相关

评价的正确与否依赖于对客体状况和主体需要的认识

价值评价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别

价值评价要以真理为根据

要有利于人类主体的生存和发展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事物的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评价方法

的观点体系，它与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以是否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是非、善恶、美丑的评价标准，

归根到底以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标准

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相互区别

相互联系

价值体现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表现为人与满足某种需要的客体之间的

意义关系。

价值离不开主体的需要，也离不开客体的特性，即客体的某种性质、结构和属性

价值既具有主体性特征，又具有客观基础

以上都是片面的

价值体现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表现为人与满足某种需要的客体之间的

意义关系。

是指价值直接同主体相联系，始终以主体为中心

价值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主体的存在

价值关系的形成依赖于主体的创造，使得客体潜在的价值转化为现实的价值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不依赖于主体的主观意识而存在

主体的存在和需要是客观的而不是抽象的

客体的存在、属性以及作用是客观的

是指每个主体的价值关系都具有多样性

同一客体对于主体的不同需要会产生不同的价值

主体和客体不断变化决定了价值的社会历史性

知识性认识

评价性认识=价值评价

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

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本

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社会历史进度的根本动力

人民群众的需要和利益与历史发展的基本要求或趋势相一致

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人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

实践的真理尺度是指

在实践中人们必须遵循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真理

实践的价值尺度

在实践中人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

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这两种尺度制约下进行的，任何成功的实践

都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价值尺度必须以真理尺度为前提

人类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推动着人们不断发现新的真理

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也是具体的，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