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九 课 《 理 解 质 量 互 变 》

第二框：把握适度原则



学习目标：

培养学生公共参与意识，学会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 “得
中”处之，避免折中主义的错误。

政治意识

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精神，懂得认识事物必须把质和量统
一起来进行辩证分析。

科学精神

使课本中的理论观点与学生生活经验有机结合，在社会
实践活动的历练中感悟真理的力量，培育科学精神和公
共参与意识。

公共参与



一 .适度的含义



探究与分享：

Ø 这则故事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在佛教《百句譬喻经》中有 “愚人吃盐”的
故事：从前有个愚人，到别人家作客，吃菜
嫌淡而无味。主人知道后，给他加了一点盐，
他吃了后便觉得味道很美。而后他想，味道
好是因为有盐，加了那么一点点盐就那么好
吃，多加一点岂不更好吃了吗？于是，他就
大吃起盐来，其结果是变涩了。 



 1.事物质与量的统一体现在“度”中

①什么是度：
      是一事物保持自身质的稳定性的量的限度。

• 在度的范围内，质与量相互结合、相互规定。

• 当量的变化达到或超出定量限度时，事物就开始发生质的转化。



②关节点

任何度的两端都存在着关节点或临界点，度是关节点范围内的幅度。

关节点是事物量变达到的极限，是引起质变的节点。

【相关链接】：“水的三态变化”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在0-100℃这个

幅度内，水保持液态不变。如果超出0-

100 ℃这个温度范围，突破度的两个关

节点或临界点（0 ℃或100 ℃ ），水

就变成冰或水蒸气了。



2.遵循适度原则

量变与质变的根本标志：
事物的变化是发生在度的范围之内还是超出度的范围。

适度——就是适当的程度

遵循适度原则的原因：
在度的范围之内，事物的质保持不变，质规定着量的运动范围和变化幅度；
超出这个范围，事物的质就发生变化，质与量的统一就会破裂。

区 分



二、掌握适度原则



探究与分享：
《论语·先进》载：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

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

Ø 说说你对“过犹不及”的理解，
并举例说明



必要性：为了保持我们所需要
的事物特定的质，应当把事物
的变化控制在度的范围内，防
止过犹不及。

1.适度原则的含义及必要性

含义：从思维方式上说，适度
原则就是要在“度”的范围内
寻求和把握事物发展的适当程
度的原则。

误区：适度原则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事物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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