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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含义与分类【344字】

交往的作用【373字】

世界历史的概念【444字】

含义

分类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社会关系的进度

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形态的内涵【308字】

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与作用【433字】

社会进步作为对社会前进发展的总概括【268字】

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466字】

世界历史的含义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

世界历史的基本特征：普遍交往

世界历史的作用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同一社会形态内部的发展

人的发展的定义：人的智力、体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

其中最根本的是人的自由程度的提高

人的发展三个阶段

人类解放

内涵

分类

表现：一定的社会形态总要以一定的社会制度形式呈现出来

社会制度能够集中体现社会形态的性质

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用社会制度来代替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401字】

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176字】

人们的历史选择性【189字】

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

依据经济基础特别是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社会历史可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是指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和规律是客观的，发展基本

趋势是确定不移的

社会形态更替归根结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中，生产力大发展具有最终的

决定意义

从根本上规定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与曲折性【454字】

文明及其演进【551字】

文明的多样性【266字】

文明形态的基本内涵【293字】

交往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

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群体、阶级、民族、国家之间在

物质和精神上相互往来、相互作用、彼此联系的活动。

物质交往：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发生的交往，物质产品是其交往内容

精神交往：人们在涉及思想、意识、观念、情感和情绪等精神性领域中进行的交往

物质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基础和根源

精神交往：是物质交往的产物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世界历史”是指

通过各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

打破孤立隔绝的状态

进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整体化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

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向世界扩张的结果

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基础：生产方式的发展变革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整个世界的相互关联性

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摆脱不了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更不能拒斥普遍交往

传统的区域性交往与区域间的间隔无一不被打破

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为共产主义实现提供了条件和路径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为为我们观察、分析当今世界发展特别是全球化问题提供科学理

论指导

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

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

自由个性阶段

人类解放从根本上讲是社会长期发展进步的结果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社会进步虽然包含着人类解放的积极因素和向自由王国不

断接近的趋势

但仍处在必然王国之中，真正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并反映人类解放的光明前途

的，是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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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形态【基础】

政治形态

意识形态

三者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有些国家依次更替典型过程，有的超越一个甚至几个

不够典型，多种社会形态特征交叉渗透

比较落后快速跃进先进的社会形态

即使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不同国家也会有不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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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们的历史选择性提供了基础、范围和可能性空间

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

人们的历史选择性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选择性

前进性

曲折性

社会形态更替的前进性、顺序性是指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基本趋势

扬弃的过程

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有时并不是从旧社会制度发展较为充分的典型国

家开始的

更易于在旧制度发展不很完善或者不很充分的地方突破

社会前进过程中所出现的反复、停滞、倒退的现象

曲折性是历史的普遍规律

文明的含义

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

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所有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

是标志社会进步程度的范畴

反映了人类社会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成果

传承+吸纳

具有新的文明性质和特征

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有引领作用

每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起来的

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交往方式

代表着一方文化沃土和绿洲

含义

分类

文明形态是文明的存在形式或呈现样态

它是人类文明的类别划分和基本单位

时间维度+空间维度

时间上看，按照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空间上看，按照民族、地域的不同

总体来讲，人类文明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在这个总趋势中包含着不同地域或民族文明

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

按照社会形态划分

西方文明

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

阿拉伯文明

必然王国+自由王国

必然王国：尚未认识客观规律+盲目的受到客观规律支配的境界

自由王国：认识和实践的活动中，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事物规律后，自觉的运用客观规

律来改造客观世界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