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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高等学校硕士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选修课程，主要任务是进
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
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培养硕士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帮
助他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大纲突出方法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这样两个特点，系统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内容和重大指导意义，特别是着力阐述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问题意识，贴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和学
生思想实际，力求增强教学的思想性、针对性、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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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历史进程 （二）社会科学的特点和作
用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和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历
史研究中的革命变革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和功能定位 （三）马克思主义社
会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
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 （二）正确对待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
开放的科学体系 第一章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一、立足实践需要研究理论 （一）社会生活在本质
上是实践的 （二）实践的需要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 （三）社会科学研究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二、对
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 （一）科学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二）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
研究的结果 （三）调查研究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一环 三、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 （一
）在实践中检验理论 （二）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第二章 社会系统研究方法 
一、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 （一）生产力系统 （二）生产关系系统 （三）上层建筑系统 （四）人口
系统 （五）自然环境系统 二、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形态 （一）社会有机体 （二）经济社会形态 （三）
技术社会形态 一、研究社会系统的重要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 （二）结构性原则 （三）层次性原则 
（四）开放性原则 第三章 社会矛盾研究方法 一、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分析方法 （一）社会矛盾
的普遍性 （二）社会的基本矛盾 （三）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矛盾 二、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与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方法 （一）注重研究不同领域矛盾的特殊性 （二）注重研究不同过程和阶段矛盾的特
殊性 （三）注重研究矛盾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 （四）注重研究矛盾性质和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 三
、利益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方法 （一）利益矛盾与利益分析方法 （二）阶级矛盾与阶级分析方法 （
三）阶层矛盾与阶层分析方法 第四章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 一、人类社会是一个过程 （一）世界是过程
的集合体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三）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二、社会
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选择性 （一）社会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性 （二）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
选择性 （三）社会历史过程是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 三、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若干重要方法 （一）
历史主义的方法 （二）科学预见的方法 （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第五章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 一
、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 （一）“现实的人”是社会历史研究的出发点 （二）人的物质生产活动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 （三）人的生存状态是社会发展状况的尺度 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一）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条件 （二）社会共同体具有不同的性质 （三）“自由人的联合体
”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共同体 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
的决定力量 （二）杰出人物在历史发展中有重大作用 （三）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 ⋯⋯ 第六章 社
会认知与评价方法 第七章 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视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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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吸收了人类几千年思想文化
中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近代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
说，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发展趋势，科学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社会历史必须研究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根据这种物质生活条件说
明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观点，即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
这样，唯心主义就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被驱逐出去了。
如同达尔文发现自然界发展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历史观的这种深刻变革，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深刻批判了唯心主义对于社会历史的主观臆断，认为人们对社会
认识的视野应该“从天国回到人间”，聚焦于人们的现实生活。
社会认识的出发点应当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
人的生产与生活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由此而产生了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产生了市
民社会、国家关系和意识形态等。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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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是高等学校硕士生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选修课程，主要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教育。
通过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培养硕士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帮
助他们掌握学习和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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