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矛盾斗争性的作用 

       第一，矛盾双方的斗争促进矛盾双
方力量的变化， 造成双方力量发展
的不平衡，为事物的质变创造条件。  



       第二，矛盾双方的斗争， 
促成旧的矛盾统一体破裂和新
的矛盾统一体产生，从而使旧
事物发展为新事物。  



（3）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只有结合
起来才能成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三）矛盾问题的精髓——矛盾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 

1、矛盾的普遍性： 

也叫矛盾的共性、一般、绝对性。 

两层含义：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 

        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 

           即：事事有矛盾 

               时时有矛盾 

 



 

（2）矛盾的特殊性： 

也叫矛盾的个性、相对性。 

具体事物所包含的矛盾及每一矛盾
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  



矛盾的特殊性的三种情形 

一是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  



二是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
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 

少年, 我爱你的美貌; 
壮年，我爱你的言谈； 
老年，我爱你的德行。 
        -----歌德   



       三是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
的不同方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
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  

事物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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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主要方面是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方面。 



             矛盾特殊性原理
的方法论意义：  

第一、 正确认
识事物的基础；  

第二、正确解决
矛盾的关键；  

第三、 避免犯
教条主义、一刀
切的错误。 



          公孙龙 
（前320年-前250年）  “白马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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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相互区别： 

    矛盾的共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的个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b、相互联结、相互转化 ： 

    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
个性之中； 

  （共性只能大致地包括个性，个性比共性丰
富、生动。） 

    矛盾的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个性总是
与共性相联系而存在。 

（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

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
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
弃了辩证法。 

                       ——毛泽东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意义  

       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
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也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质量互变规律主要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基
本形式或状态。 

1、质、量、度 

2、量变和质变及其辩证关系 

3、 

（三） 质量互变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及其意义 



（1）质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内在规定性。  

              不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质 

             或不同的质必然是不同的事物 

 
       认识事物质的规定性，是我们
认识事物的客观基础和起点。  

 
1、质、量、度  
 



（2）量是事物的规模、程度、速度等可以用
数量表示的规定性。  

          同一性质的事物可以具有不同的量，不
同的量并不一定就是不同的事物。 

       对事物量的认识，是对事物认
识的深化和精确化。  



度：是保持事物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
限，即事物的限度、幅度和范围。  

        度的两端叫关节点或临界点。 

超出度的范围，一物就转化为他物。  

      0°              50°             100° 

临界点 
H2O 



认识度的重要意义 

       毛泽东说过：“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

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
不能不犯错误。”  



       量变即事物量的变化，是事物在原有性

质基础上的不显著变化，体现了事物发展的
连续性。  

2、量变和质变及其辨证关系 



       质变：是事物性质的根本变化，是

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
体现了事物渐进过程和连续性的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