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探索世界与把握规律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唯物辩证法）

联系观、发展观、矛盾观

3.3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



考情
广东卷

联系观

2024年联系多样性（选择题）
2023年创建新联系（选择题）
2022年创建新联系（选择题）、联系多样性（选择题）
2021年整体与部分（选择题）

发展观 2024年 新旧事物（选择题）
2023年量变与质变（选择题）

矛盾观

2024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选择题）
2023年矛盾双方对立统一（选择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大题）
2022年矛盾双方对立统一、主要矛盾（选择题）
2021年矛盾特殊性、矛盾对立统一、矛盾主次方面（大题）



反映事物内部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简言之，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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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矛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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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物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思考：矛盾就是对立和统一，“对立”

是矛盾的一方，“统一”是矛盾的另一

方，对吗？

注意：“对立”和“统一”是指矛盾
双方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矛盾双方。

【世纪金榜P141】

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关系，既指事物内部存
在这种关系，也指事物之间存在这种关系



2.矛盾的基本属性：

同一性（统一属性） 斗争性（对立属性）

含义

体现

特点

联系

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 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
对立的属性

①矛盾双方相互依赖，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
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②矛盾双方相互贯通，即相互渗透、相互包
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
和趋势

有条件的，相对的 无条件的，绝对的

①（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矛盾的同一性不能脱离斗争性而存在，矛盾双
方的同一是对立中的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
②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
性所制约；
③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由此构成事物发展的源
泉和动力（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 注意：斗争性和同一性不能相互转化（是矛盾双方转化）



小结1——对立统一原理及方法论（或矛盾的基本属性原理)

【原理】
①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的基本属性是同一性和斗争性。
②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即矛盾双方
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
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
③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矛
盾的同一性不能脱离斗争性而存在，矛盾的斗争性也不能脱离同一性而存在，
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并为同一性所制约。 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推动事
物的运动、变化、发展，由此构成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方法论】
①要求我们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用全面的观点、一分为
二的观点看问题。
②要创造和利用条件，促使矛盾双方向有利方向转化，防止不利转化。

（矛盾的含义）

（矛盾基本属性的含义）

（矛盾基本属性的特点和二者关系）



2、任何事物都有两点，即优点和缺点。(　　)
提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两点，但事物的两点是多种多样的，不能
简单概括为优点和缺点。优点和缺点只是矛盾两点中的一种形式。

3、矛盾双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　　)

4、矛盾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提示：×。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高频常考易错）

提示：×。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中有统一，
统一中有对立。

5、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　　)

提示：×。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

6、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

提示：×。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1、矛盾就是事物内部的两个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
总结：有关矛盾及属性易错点---判断说明

提示：×。矛盾既对立又统一。



（2022·湖北·高考真题）下图漫画描绘了插秧的劳动场景。
该漫画表明
①“后退”与“前进”没有明确的界限
②“后退”的表象蕴含着“前进”的规定
③“后退”与“前进”相互排斥相互对立
④“后退”与“前进”具有相互联结的属性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D

【解析】①：“后退”就是“后退”，“前进”就是“前进”，二者有明确的界限，故①错误。
②④：“看似后退，实为前进”，体现了矛盾的同一性，“后退”的表象蕴含着“前进”的规

定，“后退”与“前进”具有相互联结的属性，故②④符合题意。
③：矛盾的斗争性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材料主要体现矛盾的同一性，没有体现矛盾的

斗争性，故③错误。

针对性限时训练



c

（2022·广东高考真题）下图漫画“当你阻碍别人前进的同时，无疑
切断了自己的后路”（作者：薛飞）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    ）
①事物发展有曲折性，要勇敢面对挫折与考验        

②事物联系是多样的，要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
③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要全面地看待事物        

④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做事情要分清主次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针对性限时训练

【解析】①：漫画没有体现事物发展有曲折性。故①排除。

②：一事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矛盾的双方既
对立又统一。阻碍别人前进的同时，也切断了自己的后路，漫画讽刺了孤
立、片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这给我们的哲学启示是事物联系是多样的，
要用长远的眼光看何题；要全面地看待事物 。故②符合题意。④：主要
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地决定着事物的性质。故④表述错误。



（2022年山东卷）中国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历法。阴历反映的是月球绕地球公转

的规律，能反映潮汐，可指导海事活动；二十四节气则是反映太阳周年视运动的“阳历

”，能反映四季交替和气候特征，可指导农业生产。通过设置闰月协调回归年与朔望月

之间的天数，使得一年的平均天数与回归年的天数相符，“阴阳”和谐，融为一体。中

国历法智慧所蕴含的哲理是

①正确认识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基础 

②人对世界的认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和能动创造性

③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是规律起作用的前提条件 

④要在斗争性中把握同一性，在同一性中把握斗争性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正确的）实践是主观能动性
和客观规律性相统一的基础，
①错误。规律是客观的，并不
是因为人们尊重客观规律，规
律才发生作用的，③错误

注：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
D

针对性限时训练



（2021年海南卷）大数据时代，手机个性化服务已成为常态。手机应用

越来越“懂我”，方便了用户。不过，随之而来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也

大大增加，若不及时加以规范，将对用户造成伤害。这表明

①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  

②矛盾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

③矛盾双方相互贯通                    

④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A

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②排除。

该观点正确，但材料强调手机运
用的利与弊，涉及矛盾双方，而
不是主次矛盾，④排除。

针对性限时训练



（2023·浙江·高考真题）近年来，我国各大盐
碱地集中区遵循“盐随水来，盐随水去”的水
盐运动规律，从自身的水盐条件出发，进行分
类改造，唤醒“沉睡”的耕地资源。松嫩平原
因季节性降雨不均，土地盐碱化严重，故采用
培育耕层、以稻治碱、连通河湖的方法，涵养
生态，沃土好水种出了优质稻。内蒙古河套灌
区因大水漫灌，只灌不排，耕地出现次生盐碱
化问题，但不同地块的盐碱化程度不同，故分
别采用“留”“用”“改”方法，科学灌溉，
解开了次生盐碱化症结。新疆地区盐碱地全年
干旱少雨，于是推广有机肥还田，培育种植“
吃盐植物”，收效同样明显。
结合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运用“矛盾基本属性”的知识，分析我国
盐碱地与可耕地相互转化的条件。

①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相互对
立，又相互依赖、相互贯通，在
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由此推动
事物的变化发展。
②在我国盐碱地集中区，盐碱地
是“沉睡”的耕地资源，是潜在
的可耕地，在遵循水盐运动规律
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因
地制宜，分类改造，可以转化为
可耕地；可耕地是现实的耕地资
源，但当水盐条件发生变化时，
诸如发生不合理的灌溉时，在水
盐运动规律的作用下，可耕地也
会盐碱化，从现实的耕地资源变
成潜在的耕地资源。

针对性限时训练



1.矛盾的特点：
原理内容（世界观） 方法论 重要性

原理
归纳2

矛盾
的普
遍性

承认矛盾的普
遍性是坚持唯
物辩证法的前
提

原理
归纳3

矛盾
的特
殊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是正确认识事
物的基础，是正
确解决矛盾的关
键

矛盾具有普遍性。矛盾存在
于一切事物中，即事事有矛
盾；矛盾贯穿每一事物发展
过程的始终，即时时有矛盾

①要敢于承认矛盾，勇于
直面矛盾，善于分析矛盾，
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
矛盾；
②要用全面的观点、一分
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矛盾具有特殊性，矛盾着的事物及
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
表现：①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
②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
段上有不同的矛盾；③同一事物中
的不同矛盾、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
方面也各有其特殊性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矛盾特殊性的标志词：根据当地实际，根据…的特点；优势、特色、

特征；因地（因时）制宜；因人而异；针对；量身定做；因材施教；

量体裁衣；量力而行；对症下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把钥匙开

一把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矛盾普遍性标志词：出现问题、困难；既…又…；尽管…但

是…；利弊，成就和不足；机遇和挑战；优缺；双刃剑。

二、矛盾问题的精髓 补充：矛盾具有客观性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含义
是指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
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作用

①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侧重怎么看；矛盾的特殊性规定了一
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
②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侧重怎么做；把握矛盾的特殊性，才
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反对“一刀切”“一风吹”、生搬硬套的工作方法和教条主义

二、矛盾问题的精髓
【P42】



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共性和个性的关系）：

沸羊羊       懒羊羊       美羊羊        喜羊羊        暖羊羊

健壮鲁莽
的羊

美丽可爱
的羊

好吃懒做
的羊

善良诚实
的羊

聪明帅气
的羊

羊普遍性（共性）

特殊性（个性）

（2）相互转化：喜羊羊→羊→草食动物→动物→生物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
①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
②特殊性离不开普遍性，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

方法论：遵循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坚持矛盾普遍性与

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提示：只要看到“试点、试验、实验、政策经验推广、
交流借鉴、总结经验、经验分享、举一反三、典型"等

关键词都可以考虑“从特殊到普遍再到特殊，共性与

个性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方法论原理

二、矛盾问题的精髓



小结2——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及方法论
【原理】
①矛盾具有普遍性。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
②矛盾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存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
【方法论】
①要敢于承认矛盾，勇于直面矛盾，善于分析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
②要用全面的观点、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小结3——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及方法论
【原理】矛盾具有特殊性，不同事物有不同的矛盾；同一事物在发展的不同过程和阶段上有不同的矛盾；
同一事物中的不同矛盾、同一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也各有其特殊性
【方法论】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小结4——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及方法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及方法论
【原理】
①总关系-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联结，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当中，矛盾的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
③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方法论】
遵循从特殊到一般，再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规律，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的具体的历史的
统一。



普遍性

区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及辩证关系

特殊性

辩证关系

强调矛盾普遍存在，不要害怕和逃避，而是

要敢于直面矛盾，并积极寻找方法解决矛盾。

强调不同事物或阶段的矛盾是不同的，要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因材施教

”。
强调要学会从特殊性中概括普遍性，用普

遍性指导特殊性，如“经验借鉴而不照搬

”

“先试点后推广”。

矛
盾
的
特
征

疑难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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