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课　实现人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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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整合            基础梳理·网络构建

基础梳理

一、价值与价值观

1.人价值

(1)哲学意义上价值:一事物对            主动意义,即一事物所含有能够满足主

体需要主动            和             。

(2)人价值:人价值就在于                    ,在于对社会责任和            。人既是价

值创造者,又是价值                  。

(3)对一个人价值评价归根到底是看他              ,最根本是对                              

                       和人类                        贡献。

主体

功效 属性

创造价值 贡献

享受者

贡献

社会发展 进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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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值观及其导向作用

(1)含义:人们在认识各种详细事物价值基础上,会形成对事物价值总看法和

根本观点。

(2)社会主义关键价值观

①国家层面:富强、                 、文明、友好。

②社会层面:自由、平等、               、法治。

③个人层面:               、敬业、诚信、友善。

(3)价值观导向作用

①价值观对人们认识和                     活动有主要导向作用。

②价值观是人生主要               。

民主

公正

爱国

改造世界

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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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技巧

价值观导向作用:从领域来看,表现在对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人生道路选

择等方面;从性质来看,正确价值观含有主动导向作用,错误价值观含有消极

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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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1.自觉遵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

(1)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含义

人们对事物能否满足             需要以及满足程度作出判断,就是价值判断;价

值选择是指人们在                         基础上作出选择。

(2)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客观依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是                   在不

一样人头脑中反应产物,是在                         基础上形成。

(3)要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要求:必须坚持真理,遵照社会发展                           

,走历史必由之路。

(4)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社会历史性。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会因

                                           和条件改变而不一样。

主体

价值判断

社会存在

社会实践

客观规律

时间、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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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立场上

(1)人们                      不一样、需要不一样,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不一

样。

(2)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往往因人而异。

(3)人们站在不一样立场上,就会有不一样价值观,就会作出不一样价值判断

和价值选择。要自觉站在                             立场上,把                        利益作

为最高价值标准。

社会地位

最广大人民 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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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价值冲突及评价标准

①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最主要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                          利益要

求。最大多数人利益是最紧要和最含有决定性原因。要把个人、集体、

社会利益三者统一作为选择标准。

②当个人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要自觉站在                    立场上

进行选择;当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善于从不一样角度思索,了

解和尊重他人                         。

区分区分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客观依据及评价标准

简单说,客观依据是从客观角度要求遵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评价标准则

是从主观角度要求站在最广大人民立场上。

最大多数人

人民群众

正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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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创造与实现

1.在             和           中创造价值。

2.在           与             统一中实现价值。

3.在砥砺自我中走向成功。

劳动 贡献

个人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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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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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突破           精讲考点·典题例练

近五年考点展示

高频考点

1个基本观点:人价值在于对社会责任

和贡献。

2个作用:价值观对认识和改造世界、

对人生道路选择作用。

2个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标准。

2对关系:贡献与索取、个人与社会。

3项要求:实现人生价值要求。

题型预测
选择题:★★★★★

非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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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人生价值

考点透析

1.全方面认识人生价值

内涵

(1)社会价值:人价值就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责任和贡献,即

经过自己活动满足社会、他人和自己需要

(2)自我价值:在满足了社会和他人需要同时,自己也取得对应劳动

酬劳,得到社会对自己价值认可,实现对自我满足。人既是价值创

造者,又是价值享受者

评价

(1)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标准:人价值是社会价值和自我价

值统一。对一个人价值评价归根到底是看他贡献,最根本是对社会

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

(2)坚持详细问题详细分析标准:要看到在今天,人贡献主要是对工

人阶级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贡献 评价一个人价值大小 就是看他

为社会、为人民贡献了什么

走出

形

而上

学

误区

认为“为社会作出多少贡献 就应该从社会、他人那儿得到多

少回报”:一个人只有作出了超出自己索取贡献 社会才可能在原

来基础上不停发展

认为“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越多 其人生价值越大”:对一个人

价值评价主要是看他贡献而不是看他索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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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区分

哲学上价值与详细领域事物价值

哲学上价值是指一事物对主体主动意义,即一事物所含有能够满足主体需

要属性和主动功效。它涵盖了各个不一样领域事物价值,含有高度概括性

和普遍性。哲学上价值与详细领域事物价值是普通与个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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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价值观导向作用

表现 方法论

从领域
上看

(1)价值观对人们认识和改造世

界活动有主要导向作用。首先,

价值观影响人们对事物认识和评

价;另首先,价值观影响人们改造

世界活动,影响人们行为选择

(2)价值观是人生主要向导

树立正确价值

观,克服错误

价值观。当前

,我们提倡社

会主义关键价

值观从性质
上看

(1)正确价值观对社会和人生含

有主动导向作用

(2)错误价值观对社会和人生含

有消极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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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易混

1.(·北京卷,28AB)人生价值大小通常来自于个人体验;生命意义在于社会对

个体必定。

提醒:人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在于对社会责任和贡献,对一个人价值评价归根

到底是看他贡献。人贡献是多方面,能够是对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贡献,但最

根本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贡献;生命意义主要在于个人对社会贡

献,社会对个体必定只是生命意义中次要部分。

2.(·安徽卷,9B)价值观念决定人行为选择。

提醒:价值观念属于社会意识范围,价值观念影响人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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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对社会责任和贡献是实现人生价值前提。

提醒:社会提供客观条件是人们实现人生价值前提。

4.实现人生价值需要发挥正确价值观决定作用。

提醒: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只能是指导实践、反作用于客观事物。认为价

值观起决定作用观点属于唯心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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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探究

命题角度1　价值观导向作用

典例导引[·全国Ⅰ卷,39(1)]阅读材料,完成以下要求。

一个有希望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脊

梁。

近年来,有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颠覆英雄、歪曲历史、消解高尚。如胡诌“黄继光
堵枪眼不合情理”“‘火烧邱少云’违反生理学”“董存瑞炸碉堡为虚构”等。凡此种种
混同是非谣言借助网络等传媒随意传输,一些网民盲目跟风、随手转发。这种抹黑英雄形象

谣传引发了一些人历史认知混乱和价值观迷失。

还原历史、守护英雄、捍卫高尚,就是守护良知、正义和精神家园。战场上屡次负伤志愿军

老战士李继德动情地说:“黄继光堵枪眼时,我在现场!”当年老排长郭安民挺身直言,燃烧弹点

燃伪装草,“大火整整烧了二十多分钟,邱少云一直一动不动”。董存瑞生前战友郅顺义屡次
口述力证,董存瑞舍身炸碉堡,就在他掩护之下……
结合材料,利用价值观知识,对否定英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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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利用价值观知识,对否定英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首先要答出价值观

导向作用、正确价值观评价标准相关知识;然后说明否定英雄错误言论

是受错误价值观影响,并说明其危害;最终说明我们应该怎么办。

答案:价值观影响人们对事物认识和评价,只有遵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才

能树立正确价值观,从而作出正确价值评价。受错误价值观驱动,否定英

雄言论歪曲了历史,遮蔽了真相,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只有尊重历史,坚持

真理,树立和弘扬正确价值观,才能抵制否定英雄谣言,消除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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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考点透析

1.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特点

比较 社会历史性 阶级性 主体差异性

内涵

伴随时空推移和条件改变,

一定事物价值以及人们关

于它价值观念也会发生改

变,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会

因时间、地点和条件改变

而不一样

在阶级社会中,

面对同一事物

或行

为,不一样阶级

和阶层人会作

出不一样甚至

截然相反价值

判断和价值

选择

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往

往因人而异。不一样人

对同一事物可能作出不

一样价值评价。面对同

一问题,人们不一样表现

表示出价值判断与价值

选择差异,产生不一样价

值判断与价值选择冲突

意义

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历史

和现实中各种价值观念 预

防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 有

利于我们价值观念与时俱

进 从而作出正确价值判断

进行正确价值选择

要求我们要自

觉站在最广大

人民立场上作

出价值判断和

价值选择

这就要求我们明确价值

判断和价值选择标准 分

辨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 应该怎么做、不应该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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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标准(正确价值观标准)

标准 要求

自觉遵照社会发展客

观规律

树立正确价值观,作出正确价值判断和价值选

择,必须坚持真理,遵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走

历史必由之路

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

立场上

要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立场上,把人民群众利

益作为最高价值标准,牢靠树立为人民服务思

想,把献身人民事业、维护人民利益作为自己

最高价值追求

第19页



易错易混

1.(·海南卷,18②③)价值观是衡量价值判断正确是否尺度;正确价值判断以正确

价值选择为基础。

提醒: 是否遵照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否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立场上是衡量价

值判断正确是否尺度;正确价值选择以正确价值判断为基础。

2.(·浙江卷,30④)人各种价值判断是在价值选择基础上形成。

提醒:人各种价值选择是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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