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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意识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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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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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人类历史的规律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一）交往及其作用
三、人类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

——人类历史由于交往而逐渐扩大形成

世界历史-2021版大纲新增

四、社会进步与社会形态更替

——解决社会形态是什么及运动的规律

五、文明及其多样性

——2023版大纲新增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二）社会形态的内涵

（三）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四）社会形态更替中的必然性与选择性

（一）文明及其演进

（二）文明的多样性

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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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

1.社会意识

2.社会意识形式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

根据不同的主体，

社会意识可分为：

根据不同的层次，

社会意识可分为：

个人意识：

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地位等在自己头脑中的反映，是个体社会实践的产物。

群体意识：是群体成员共同的意识，是群体实践的产物。

低层次——社会心理：是自发的、不系统的、不定型的社会意识，表现为人们的

感知、情绪、情感、心态、习俗等，以感性认识为主。

高层次——社会意识形式：是自觉的、系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包括政治

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等，以理性认识为主。

意识形态

非意识形态

是指反映一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是

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主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居于核心地位，发

挥主导作用）、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

社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既是社会意识，又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的分类：观念上层建筑（精神性）+政治上层建筑（物质性）

是指不具有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性质，不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不服务

于特定经济政治制度和特定阶级的思想体系，是不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主要包括自

然科学、语言学、形式逻辑等。

非意识形态：只是社会意识，不是上层建筑。

1.辩证关系

2.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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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社会意识在从根本上受到社会存在决定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特有的发展

形式和发展规律。主要表现在：

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进步的社会意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见、

推断未来，指导人们的实践活动；落后于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则阻碍社会的发展。

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且各自具有历史继承性。社会意识诸形式之间相互影

响，相互作用；社会意识诸形式均有自成系统、前后相继的历史链条，因而具有历史继承性，有

其发展的特殊规律。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先进的社会意识反映

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

趋势和要求，对社会发展起着消极的阻碍作用。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我们树立科学历史观、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推进社会发展包括社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从而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回答了社会历

史观的基本问题，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

我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方针政策等，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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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要发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积极发挥历史主

动精神，科学分析和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团结奋斗。

社会意识形式以社会心理为基础，并对社会心理起指导和影响作用。

社会意识形态（既是社会意识，又是上层建筑）

只是社会意识，不是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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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

（一）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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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形态更替中的必然性与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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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明的多样性

二、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1.人类社会基本矛盾

2.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规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

1.生产力

2.科学技术的作用

3.生产关系

含义

特性

水平

性质

状况

性质：是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它取决于生产的物质技术性质，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性质；

状况：是生产力的水平和生产力的性质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力的运行状态或发展态势；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力上述三个方面的规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指现实的生产力不断获得解

放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结构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劳动资料即劳动手段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

具。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如何，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质量和数量，生产工具是区

分社会经济时代的客观依据；

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合称生产资料）。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能够应用于生产过程，与生产力中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

劳动者等因素相结合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会引起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素质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

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够大幅提高管理效率。

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应用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日趋缩短，对于生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日

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第

一生产力。

含义 【原著支撑】马克思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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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

结构

分类

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为劳动者共同占有，人们

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在产品分配上不存在剥削；

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资料归少数剥削者占有，劳

动者占有很少或根本没有生产资料，并在生产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生产资料私有制才是造成

剥削的根源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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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

水平：是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表现为生产发展的现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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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经济关系）因

为生产关系是经济关系，所以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

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生产关系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

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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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生

产关系的支配和制约。（最早提出“生产关系”概念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更为明确界

定生产关系概念的是《哲学的贫困》）

最早明确提出“生产力”的概念的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