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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历史观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对立【936字】

现实的人【198字】

人的本质【170字】

历史人物【225字】

社会历史【282字】

人与历史的关系【203字】

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作用【1093字】

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路线【560字】

杰出人物【347字】

辩证的理解历史人物的作用【381字】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354字】

正确评价无产阶级领袖【199字】

英雄史观

群众史观

含义

基本前提与内容

英雄史观的产生根源

含义

方法论原则

认识根源

社会历史根源

阶级根源

唯物史观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本质来把握历史的创造者

唯物史观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来探究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物史观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入手来考察和说明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唯物史观从人与历史的不同层次上考察谁是历史的创造者

含义

意义

只有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

含义：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

属性

意义

含义

意义

人类与历史

群众与历史

个体与历史

人民群众的含义

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

从质上看，人民群众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

从量上看，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人民群众是历史范畴，最稳定的主体部分是：从事物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

主体，决定性作用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相一致

人民群众总体的意愿和行动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实践决定结局

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精神财富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群众观点的主要内容

群众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群众路线是重要法宝

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优良传统

坚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虚心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地位：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优良传统

内容

含义

作用

评价：具体分析

含义：历史人物中，对推动历史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或起重要作用的人

作用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历史人物的作用性质取决于他们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人民

群众的意愿

评价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

历史分析法

阶级分析法

不同以往，他们所代表的是历史上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无产阶级领袖是人不是神，必然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也会有失误

高度评价伟大功绩，但是指出局限性

群众是划分阶级的

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

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环环相扣、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更好发挥人民领袖的作用

不断把中特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的创造者：少数英雄人物

唯心史观

马哲产生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英雄史观

从什么前提出发：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否认：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宣扬少数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

是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需要而从事一定实践活动

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

具有能动性的人

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才能正确把握人的本质

把握人与历史的关系

社会属性，不是自然属性

表现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人的本质是变化发展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

强调了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要求人们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包括阶级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一定群体和个人的本质及其

作用

社会历史是一定的群体（集体、阶级、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

产物的演进过程

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和演进过程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体现在历史主体的活动之中

社会历史的变化发展是社会领域中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群众路线是群众观点的具体应用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实质：相信+依靠+联系

一定历史事件的主要倡导者、组织者

思想理论、科学文化的重要代表任务

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有深刻影响

甚至有时能够决定个别历史事件的结局

从而导致历史发生重大变化

新的历史任务往往是由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人数首先发现或者提出的

先进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领袖人物

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

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

制约+不能改变

要尊重历史事实

判断历史功绩：比前辈多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历史人物是变化发展的，应用发展的观点给予评价

理论依据
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治国理政的全国活动中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走好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