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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和基础，意识是物质的
产物和反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
用。

物质是世界的本原

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人们的意识
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性、主动创造性和自觉选择性。

意识是物质的反映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
识能够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则会阻碍客观事
物的发展。

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物质决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包括生产方式、地理

环境和人口因素等。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

社会意识是指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包括政治、法律、哲

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和人们的风俗习惯、社会心理

等。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

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

会意识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社会存在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

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

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时，就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

和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变革。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意义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为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在、

预见未来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同时，历史发展客观规律也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

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

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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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方法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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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真务实

坚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力戒空谈和形式主义，注重实效和

解决实际问题。

01

从实际出发

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把握事物发展的

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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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实事求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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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为了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和首创精神，广泛集中民智、凝聚力量。

一切依靠群众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民情、集中民智，使

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方法



保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畏强权、不惧压力，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自主创新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掌握更多关
键核心技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立足本国实际
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不照搬别国模式，不依附他
人。

独立自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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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哲学领域意义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唯物史观还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等重要观点，进一步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社会变革动力等方面的理论。

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揭示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即物质决定意识、社

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

帮助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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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还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如实事求是、

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帮助我们更好

地分析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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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我们在实践

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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