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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届高考政治复习：统编版必修四《哲学与文化》
主观题思路与术语整理

第一部分：哲学

原理组一：

原理 1.1：物质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

人能够能动地认识世界。意识活动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

人能够能动地改造世界。正确意识指导人们的实践，能够实现预期目标，错误的意识指

导实践会阻碍事物的发展。

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原理 1.2：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

实践决定认识。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

的目的，认识最终回到实践中、指导实践。

真理正确的认识推动实践发展，谬误错误的认识阻碍实践成功。

原理 1.3：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不完全同步，

有的时候先于社会存在，有的时候滞后于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正确的预见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落后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

原理 1.4：价值观

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

价值观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

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方面，价值观影响人们

对事物的认识和评价；另一方面，价值观影响人们改造世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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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是人生的导向。

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精神追求。

1、原理逻辑：

客（物质、实践、社会存在）决定主（意识、认识、社会意识、价值观）

主（意识、认识、社会意识、价值观）具有相对独立性

主（意识、认识、社会意识、价值观）对客（物质、实践、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注意：小原理深入分析——如何体现 XX 主体的能动作用，主体性等

哲学中“主体”从个体角度而言只能是“人”，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都是人，

因此“主体的能动作用”就是“主观能动性”。

实践/认识的主体是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目的性、计划性、自觉选择性和主动

创造性。材料中 XX 做法充分彰显了人的 XX 特征。

人用 XX 正确的意识/社会意识/真理/价值观指导实践，让 XX 产生 XX 积极变化，推动实

践发展，充分体现了主体能动性。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做 XX 行为是坚持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立足实践/适应社会存

在的变化的要求。

实践的变化、发展/社会存在的发展/现实中 XX 问题要求做 XX 行为。

做 XX 行为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真理/坚持 XX

正确的价值观/充分发挥 XX 意识的作用的体现。

⑶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正确的意识/真理/社会意识/价值观指导 XX 实践让 XX 产生了 XX 积极变化。

在 XX 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克服 XX 问题，采取 XX 措施，付出了 XX 实践，产生了 XX 积

极变化。

XX 思想意识指导 XX 实践，让 XX 主体/环节产生 XX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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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组二：

原理 2.1：规律的含义

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规律是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深刻的、统一的、共性的。现象是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外在表

现，是表面、多样的、个性的。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要用本质和规律去指导实践、

解释其它的现象。

原理 2.2：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外部联系、各

方面的认识，包括感觉、知觉、表象，是认识的初级阶段。

理性认识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在概括、整理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达到关于事物的本质、全

体、内部联系和事物自身规律的认识，包括概念、判断、推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深化为理性认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

原理 2.3：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一方面，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通过特殊性表现。另

一方面，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

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在另一场合

则是特殊性，反之亦然。

我们要从具体实践出发，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的

历史的统一。

1、原理逻辑：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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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小原理深入分析——现象与本质规律，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普遍性与特殊性

在实践中把握了 XX 现象；通过对大量现象的分析、把握了现象背后的 XX 规律；再运用

XX 规律指导实践，解释新的 XX 现象。

在实践中把握了 XX 现象，获得了 XX 感性认识；在积累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

大量现象的抽象概括、把握了现象背后的 XX 规律，上升为理性认识；再用理性认识指导实

践/运用 XX 规律指导实践，解释新的 XX 现象。

从 XX 的具体的、个性的实践中，提炼把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上升到共性；再把共性

的 XX 与 XX 具体个性的实践结合。

⑵小原理深入分析——考查规律的定义，判断 XX 联系是不是规律

规律是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

XX 联系把握了现象背后的深刻本质，抓住了 XX 本质关系；XX 联系在符合 XX 条件下必

然产生 XX 结果；XX 联系是稳定的，是可以复现的；因此 XX 联系是规律。

XX 联系并未抓住事物的本质；XX 联系在 XX 条件可能产生 XX 其它结果，不具有必然性； 

XX 联系不是稳定的，不能复现；因此 XX 联系不是规律。

⑶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XX 是对事物本质的概括/是对普遍性的规律的把握/是正确反映本质规律的理性认识，因

此要坚持 XX 的指导。

只有把握本质和规律/把握普遍性的规律/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解决 XX 问题/实现 XX 效

果、目标/才能更好地指导 XX 实践。

XX 行为是把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要求/坚持做到把普遍性与特殊性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的体现/是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指导具体实践，理论与实践具体历史统一的要求。

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端和基础，XX 行为是搜集感性材料，从客观实际出发的要求；理

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XX 行为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要求。

⑷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XX 行为有利于把握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共性和本质/实现感性认识向理性认

识的飞跃，更好地指导实践。

XX 行为有利于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为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创造坚实基础；有利于在感

性认识的基础上概括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升为理性认识。

XX 行为有利于把普遍规律与实践结合，做到共性与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统一/实现理性认

识向实践的飞跃，适应变化发展的实践，推动实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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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怎么做，措施

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规律/从个性背后抽象提炼共性/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要做到规律/共性与实践/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把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理性认识要回到实践当中，指导实践，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

立足实践调查研究，搜集大量的感性材料；整理、分析感性材料，运用理性抽象思维概

括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升为理性认识。

原理组三：

原理 3.1：规律的特征

规律是事物运动所固有的，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规律具有普遍性。

要求我们按客观规律办事。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为实

践服务，为人类造福。

原理 3.2：联系的客观性、条件性

联系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求我们从事物固有的联

系中把握事物，尊重客观联系，切忌主观随意性。

联系是多样的，要善于把握不同联系的不同条件，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1、原理逻辑：

客观：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联系，按照客观规律、固有的联系把握事物。

主观：在尊重客观规律/联系的基础上，改变条件、形式，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切断具

体的联系，利用规律，为人类造福。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XX 行为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是从客观联系出发、按照事物固有联系把握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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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XX 行为是把客观规律与具体实践结合的要求/是把握联系的条件性的体现，做到了一切以

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⑶怎么做，措施

要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要从 XX 的客观实际出发，把握 XX 的客观规律，用

规律指导实践。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改变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和形式，达到实践的目的。

要尊重客观联系，从事物固有的联系把握事物。

要把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结合。在 XX 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创造条件、改

变 XX 形式，最终实现 XX 效果/解决 XX 问题。

要把握事物的各种条件，改变条件和形式，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切断具体的联系，最

终实现 XX 效果/解决 XX 问题。

原理四：实践的定义和特征

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物质性活

动，是一种直接现实性活动，能够把头脑中的观念转变为现实的存在。

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受客观物质条件和规律的制约。

实践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人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

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受到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1、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材料中，XX 实践从客观现实出发，在 XX 物质条件下，尊重了 XX 规律；实践主体 XX 充

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 XX 意识指导下，改变了 XX，实现了 XX 目的；实践处于 XX 的社会

历史条件之中，在 XX 社会中/历史阶段中有 XX 特点。

原理组五：

原理 5.1：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

实践是认识的发展动力，实践不断产生新的认识需求，为认识提供认识工具和物质条件，锻

炼提高了人的认识能力，推动认识深化发展。

原理 5.2：认识的反复性、无限性、上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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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具有反复性，人们对一个事物的正确认识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

反复多次才能完成。

认识具有无限性，人类认识是无限发展的，追求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过程。

认识具有上升性，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是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上升的

过程。

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实践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

原理 5.3：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道路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社会发展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发展过程是

曲折的。

原理 5.4：发展的趋势和道路

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方向是前进、上升的，要对未来充满信心，支持和保护新事

物、促使其成长壮大。

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要做好思想准备，克服困难，应对挫折和挑战。

1、原理逻辑：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主客矛盾推动认识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 

事物（包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前进、上升的，道路是曲折、迂回的。

矛盾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运动导致事物发展呈现出前进性曲折性统一的特点。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注意：小原理深入分析

①实践是如何推动认识进步、发展的？

实践为认识创造新的需求，在 XX 实践中找到了 XX 需求

实践为认识创造物质条件和工具，积累 XX 经验、把握了 XX 条件

实践锻炼提高人的认识能力，锻炼提高了 XX 能力

②为什么认识具有反复性？为什么对于 XX 的认识、探索需要反复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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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总要受到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知识水

平、思维能力、生理素质等条件的限制。

从认识的客体来看，客观事物是复杂的、变化着的，其本质的暴露和展现有一个过程。

从实践来看，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在实践中获得认识要受到具体的实践

水平、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因此，认识具有反复性，探索 XX 需要反复多次才能完成。

③为什么认识具有无限性？为什么对于 XX 的认知是没有尽头的？

认识的对象是无限的，变化着的物质世界；认识主体的人是世代延续的，人的认识能力

是不断发展没有尽头的；作为认识基础的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

因此认识具有无限性，对于 XX 的认知是没有尽头的。

④为什么认识具有上升性？为什么对于 XX 的认知是一个螺旋上升、波浪前进的过程？

认识是主体在实践中对客体的反映。无论是旧有认识的淘汰、还是新认识的发现和被接

受都是一个反复多次的过程。

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客体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

之否定的变化过程。

否定之否定是对矛盾统一体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新的认识保留了旧的认识中合理的

因素、改造了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实现了认识的螺旋上升、波浪前进。

⑤为什么社会发展呈现出总趋势向前，道路曲折的特点？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不断发展决定了新的社会形态一定会替代旧社会形态，因此总趋势

是向前的。

新社会的诞生、发展、强大，逐步被人民群众接受是一个过程，旧社会的灭亡、退出也

是一个过程，因此道路是曲折的。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历了一个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

否定之否定是对矛盾统一体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社会形态保留了旧的社会形态

中合理的因素、改造了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实现了社会发展的螺旋上升、波浪前进。

⑥为什么事物发展会呈现出总趋势前进，道路曲折的特点？

新事物一定会替代旧事物，因此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新事物的成长、发展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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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不可避免的存在局限，旧事物的灭亡也是一个过程，会扼杀阻碍新事物的成长，因

此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的变化过程。

否定之否定是对矛盾统一体的否定，在这个过程中，新事物保留旧事物中合理的因素、

改造了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实现了认识的螺旋上升、波浪前进。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XX 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深化而不断发展。

对于 XX 的探索、认知要做好困难准备，要在实践中反复多次才能获得真知，这是把握

了认识反复性的要求。追求真理没有尽头，认识 XX 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尽，不断发展的

过程，这是把握了认识无限的体现。对于 XX 的探索、认知要充满信心，要在实践中不断检

验、发展认识，这是把握了认识上升性的体现。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XX 社会形态要随着 XX

矛盾的变化不断发展。

因为事物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认识具有上升性/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向前的，所以要对 

XX 充满信心，要支持 XX 的成长和发展，要用长远、发展的眼光看待 XX。

因为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认识具有反复性/社会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所以要做好

困难准备，克服 XX 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困难。

⑶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在 XX 实践中找到了 XX 需求、有利于积累 XX 经验、把握了 XX 条件，有利于锻炼提高了 

XX 能力，推动了认识的深化和发展。

有利于解决 XX 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 XX 的发展，支持 XX 的成长。

⑷怎么做，措施

要立足实践，在实践不断挖掘新的需求、找到新的客体，积累物质基础和经验，提高认

识能力，推动认识发展。

立足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的深化中不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在实践中修正认识的局限，做到实践与认识的具体的历史的统

一，推动理论发展和创新。

要支持新事物/新社会的成长，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接受新事物一

时的不足，做好困难准备，克服困难促进其日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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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上升的，要对 XX 充满信心；社会发展的道路过程是曲折，要做好

困难准备，应对 XX 的问题，在改革中不断推进社会发展。

原理六：实践检验真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小原理深入分析——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真理是主观对客观正确的反映。

检验真理需要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比较对照。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是联系

主客观的桥梁，处于主观与客观交汇点上。

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通过实践人类能够把观念的存在转变为现实的存在，在现实中对

照认识和认识的结果，从而检验真理。

原理七：真理

真理具有客观性，真理是标志着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

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理是具体有条件的，任何真理都有自身的条件和范围，都是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

的统一。

我们要坚持客观真理，尊重真理。又要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不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1、原理逻辑：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真理是主体对客体的正确全面的反映，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是

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主体的特征与客体的特征决定了认识的特点。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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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真理具有客观性，要求我们坚持客观真理，尊重真理。XX 行为是坚持客观真理，坚持

真理指导作用的要求。真理是具体的有条件的，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XX 

行为做到了随着 XX 变化不断检验发展真理。

⑶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有利于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有利于克服谬误、扬弃以往认知中不完善的地方，

推动认识不断发展。

⑷怎么做、措施

立足实践，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和发现真理，在实践的深化中不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

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⑸小原理深入分析——为什么不同的主体会对同一客体产生不同的认识？

从认识主体看，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每个人的知识结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

不同。

从认识客体看，认识对象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其本质和属性的暴露需要一个过程。

从实践看，实践具有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在实践中获得认识要受到具体的实践水

平、客观物质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因此，不同的主体对 XX 会产生不同的认识。

原理组八：社会发展基本矛盾原理

原理 8.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决定

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化、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推动

作用；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对生产力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原理 8.2：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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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

当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时，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当它不适合经济基础状

况时，就会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革。

1、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XX 行为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促进生产

力发展的选择。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最终影响生产力/生产力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XX 行为是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⑶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有利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矛盾，解放发展生产力，推

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⑷怎么做、措施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

内部矛盾，要通过改革解决。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要全面深化改革，推

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⑸小原理深入分析——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分析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

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

根本动力。

社会主义也有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即建立在根本利益

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用改革的方法。

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的矛盾（社会主义新时

代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解决主要矛盾（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解决主要矛盾），通过改革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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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基本矛盾会表现为新的状态，要用发展眼光解决发展中产生的矛

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

原理九：人民群众、社会历史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

决定力量。

坚持群众观点，相信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

责，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

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XX 行为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的要求；XX 行为是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体现。

⑶重要性，意义、作用、影响

XX 行为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强化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动员人民群众参与 

XX 的积极性，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⑷怎么做、措施

心系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从群众中来，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作为出发点，树立群众观点。

坚持群众路线，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 XX 实践中；挖掘 XX 的内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和美好生活需要；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 XX 融入到人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中。

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满

足感、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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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组十：人生价值、价值判断与选择

原理 10.1：人生价值的实现

弘扬劳动精神，在劳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

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创造和实现价值。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是人们创造实现人生价值

的前提。

在砥砺自我中创造和实现价值。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顽强拼搏、自强不息。努力增长

自己的才干，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价值观的指引。锤炼品德修为，

不断打牢道德根基。

原理 10.2：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

自觉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价值判断和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要做到规律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自觉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实现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1、原理逻辑：

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

人生价值的实现、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选择都要做到主客统一。

2、考查角度与答题思路：

⑴材料原理分析/现象结果的原因

原理是 XX，分析对象 XX 体现

原理是 XX，正是因为做到了 XX/有 XX 特征所以产生 XX 现象结果

⑵行为的原因

必要性：

实现人生价值要立足社会客观条件/在劳动奉献中创造价值/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XX

行为做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提高了自身才干、素养、坚定了理想信念，是在实践中实现

价值的要求。

正确的价值判断要尊重客观规律/具有社会历史性、要做到规律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

统一/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XX 行为是做出正

确价值判断选择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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