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矛盾论的心得体会(大全5篇)
心得体会是对所经历的事物的理解和领悟的一种表达方式，
是对自身成长和发展的一种反思和总结。那么心得体会怎么
写才恰当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
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矛盾论的心得体会篇一

引言：

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揭示了事
物发展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及其对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作为
小学生的我们或许无法理解矛盾论的深奥，但我们可以从我
们的生活中找到一些例子，来感受所谓的矛盾论。在学习和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面对各种矛盾与矛盾的解决，下面就从
这些矛盾中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第一段：矛盾之助我成长

在学校的日子里，我经常会遇到课业和兴趣之间的矛盾。有
时候看到同学在玩耍时，我也会想要参与进去，但我也清楚
知道，要想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这种矛盾让我感到烦恼，但逐渐意识到，矛盾之中蕴
含机遇，只要合理安排时间，我可以既努力学习又保留娱乐
的时间。这样，在矛盾的推动下，我逐渐找到了学习和娱乐
的平衡点，不再为此烦恼，使我在学习和生活中更加成熟和
自信。

第二段：矛盾之促我变得更强

在课堂上，巩固知识的矛盾常让我感到困惑与挫折。有时候，
我学到一些新知识后感觉内容很简单，一时觉得理解了就会
记住，但当我回顾时却发现记不住、搞混了，这给我带来了



很大的困扰。这时，矛盾就是我的教师。于是我开始反思自
己学习的方法，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我渐渐意识到只有重
复、归纳总结才能真正掌握新知识。通过不断地反思和实践，
我不仅学到了新的知识，也掌握了学习方法，让我变得更加
坚强与自信。

第三段：矛盾之引领我成才

在学校的集体活动中，矛盾也时常出现在我和同学之间。有
时候，我们在团队合作时会因为意见不合而产生矛盾。记得
有一次，我们要进行一场剧目的表演，大家对角色的选择意
见不一，争论不休。面对矛盾的产生，我们第一反应是急于
解决，但经过老师的耐心引导，我们开始彼此倾听，理解对
方的意见。最终，我们找到了平衡，通过相互妥协，每个人
都有了展示自己才艺的机会。这个经历让我明白，矛盾并不
可怕，它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通过解决矛盾，我们能
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共同实现目标。

第四段：矛盾之塑造我为人处世的情商

在与同学相处的过程中，矛盾也是难以避免的。有时候，我
们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矛盾，比如争抢玩具或者意见不合
等。对于这样的矛盾，我们不能简单的回避或者发脾气，而
是要学会理性沟通与妥协。通过表达自己的想法、倾听对方
的声音，并通过妥协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样才能促进
友谊的发展。通过解决这些小的矛盾，我学会了尊重，培养
了耐心和友善，提升了我的情商，让我变得更懂得为人处世。

结尾：

通过上面的体会，我认识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矛盾中
赋予了我们成长、变得更强、成才和塑造自己为人处世的力
量。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更好地处理各种矛盾，充
分发挥矛盾的推动作用，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迎接



更多的挑战。

矛盾论的心得体会篇二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两种宇宙观即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
见解，这是论述矛盾的世界观基础。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
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
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第二部分论
述矛盾的普遍性。这一部分作者写得比较简略，因为作者对
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已经作了客观的分析，认为矛
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
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
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为了这个缘
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
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
题，最后仍归到普遍性的问题。作者对于客观情况有一个正
确的分析，对全局有一个得心应手的把握。

第三部分讲矛盾的特殊性。作者分了几种情形。首先是各种
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
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
物的特殊本质。进而，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
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
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
其本质。进而，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
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
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进而，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
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
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这就是在部分的逻辑结构：各个物
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
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
上的矛盾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层层明晰，浑然
一体。第四部分讲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作者在这



一部分开头指出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
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
面。可见，第四部分是对第三部分的细化。作者在这一部分
的最后一段说明了研究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跟研究矛
盾特殊性的关系。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
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
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
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
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样就将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巧妙地联结到了一起。

第五部分讲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是对前面内容
的深化。第六部分讲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这又是对第五部
分矛盾斗争性的细化，作者明确了我们回答道：对抗是矛盾
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最后，第七
部分，作者进行了总结。这七个部分层次关系清楚，逻辑结
构明晰;部分与部分之间、论点与论点之间衔接过渡自然。这
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屋建瓴的思想和统领全局的能力。

特点之一，例证丰富。作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
思、列宁等革命导师和先行者的著作阅读广泛、理解深刻，
可以熟练地援引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时，作者的国学根基
也非常深厚，对古籍中的典故可以信手拈来，对《汉书》、
《资治通鉴》、《水浒传》、《山海经》、《淮南》等典籍
都有引用。作者所列举的例子中，主要关于革命的例子(因为
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写作针对的对象)，但不局限于关于革
命的例子，还有关于自然科学等等的例子。这些足以见出作
者知识的渊博。可见渊博的知识是进行创作的前提条件。特
点之二，语言准确而生动。这是一篇哲学论文，对于论文而
言，语言的准确性是第一位的。这篇论文语言的准确、精炼
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作者通篇用的都是常见的词汇，
但却十分精确地表达出了作者的思想内涵。比如说，作者论
述运动的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时有这样一
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



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
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
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
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
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
的面貌。作者像连珠炮似地一下罗列了十数个词汇来说明矛
盾的统一的状态，个个不同，但个个精当，个个准确，让读
者很清楚地明白了哪些是矛盾的统一状态，是相对地静止的
状态。同时，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还体现在生动性上，作者
能够用很通俗幽默的语言阐明深刻而严肃的哲学命题。如在
讲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这个道理时，有
这样一段。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
鸡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
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
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
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这些语言是老百姓都
能看懂听懂的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非常之近，作者用这么
活灵活现的语言诠释了深奥的道理足以见出作者用语之生动。

矛盾论的心得体会篇三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
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辨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
对立的两种宇宙观。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
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和形而上学
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
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事物发展的根
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
部的矛盾性。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
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简单的运动
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



基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
展过程的始终，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
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
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
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
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
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只有注意
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
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
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
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
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
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
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
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
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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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
以分析，这就是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
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
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
规定、所影响。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
有一种主要的矛盾在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
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
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
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不能把过程
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
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矛盾着的两方面
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
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
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
研究矛盾诸方面

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
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
作。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
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
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
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
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
的矛盾，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科学地反映
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
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
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
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
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侯，双方才取外
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阶级社会中，由和平向战争的
转化，也是如此。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截然不同。在社会主
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
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
公式。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 o按照唯物辩证
法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串于一切事物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当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侯，要注意矛盾和矛
盾方面的主要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
性的时侯，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
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
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
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
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
的错误。

《矛盾论》这样一本经典的著作，对当今的中国依然有着较
强的指导意义。现在的中国，面临着诸多矛盾，主要有几个
方面：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二是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与现在的世界霸主
美国维护霸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三是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带
来的一些矛盾：财富分配不均、环境污染严重、高新技术产
业的匮乏、部分制度和法律阻碍社会的发展、三农问题。

矛盾论的心得体会篇四

矛盾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存在，矛盾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重要思想之一。在生活中，我们面临各种矛盾，如时间、
人际关系、工作任务等矛盾，我们如何处理这些矛盾以使事
情更好的发展？下面就让我分享一下我的矛盾论心得体会。

第一段：认识矛盾的性质和特点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存在是因为不同的因素之间的矛
盾，正因为这些矛盾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就像生活中平时
就会遇到一些矛盾，比如说要学习也要休息，这两者并无法



兼得。矛盾的双方互为对立面，如黑与白、好与坏等，这种
矛盾关系会推动事物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积极地面对矛盾，
理性的处理矛盾，就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二段：合理分析矛盾的性质，找到矛盾的根源

对于矛盾的解决，不仅要了解矛盾的性质，还要合理分析矛
盾的根源。对于每个具体的矛盾，我们的解决方法和策略各
不相同。对于工作任务上的矛盾，我们可以分析矛盾的原因
并制定解决方案；对于人际关系的矛盾，我们可以多沟通、
多妥协来调节矛盾。

第三段：高度重视矛盾处理的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高度重视矛盾处理的方法。不同的矛
盾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解决方法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事情
的发展。为了更好的解决矛盾，可以选择有关的专业书籍来
学习。在平时的工作、学习、生活中，为了更好地处理矛盾，
我们应多思考、多探讨，学会分析矛盾，进而寻求解决问题
的方法。

第四段：发挥团结协作的力量，解决矛盾

在社会团体和个人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各种的矛盾。在处理
这些矛盾的过程中，发挥团结、协作的力量尤为重要。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的去解决矛盾，达到和谐的结果。在处理矛
盾时，如果能够充分运用团队协商的方式，给予足够的关爱
和支持，那么，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就能够得到良好的解决。

第五段：总结矛盾论心得

矛盾既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矛盾的解决需要认真分析其性质与根源，运用方法与策略，
发扬团结协作的精神，科学的处理矛盾，这样就会使事情得



到更好的发展。在掌握矛盾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
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解决人生中的各种矛盾，让我们拥有更好
的人生。为此，我们要不断学习、锤炼自己，提高自己的矛
盾处理能力，实现个人和社会和谐发展。

矛盾论的心得体会篇五

矛盾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提出了矛盾普遍存在，矛
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等重要观点。在近几年的学习和实践中，
我对矛盾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第一段：矛盾普遍存在

矛盾论提出了矛盾普遍存在的观点。事实上，任何一个事物
都是由矛盾构成的。无论是个人生活中的矛盾，还是国家与
国际之间的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
够避免或者忽视，而是应该正确面对和处理。

第二段：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

矛盾论还提出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正是因为矛
盾的存在和发展，才促使事物不断前进、发展和完善。如果
没有矛盾的存在，事物就不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因此，
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

第三段：辩证思维的重要性

矛盾论蕴含了辩证思维，要求我们在面对问题时，不能够采
取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运用辩证思维，
去看待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正反两方面以及矛盾的
发展变化，这样才能较全面地认识事物、揭示内部矛盾和提
高分析问题的能力。

第四段：矛盾的阶段性、方向性和主导性



矛盾论还强调了矛盾的阶段性、方向性和主导性。矛盾的存
在和发展有其一定的发展阶段和方向，而且其中有主导和次
要矛盾之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而是应该
充分认识和理解，把矛盾定位清楚，找出主导矛盾，以便着
重解决主要矛盾，顺利推进事物的发展。

第五段：创新思维的必要性

矛盾论的理论体系运用在实践中，需要时刻更新和创新。因
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要跟上变化的
步伐，就需要创新思维。在善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的过程
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矛盾的本质和特点，更好地运用辩
证思维，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总之，矛盾论是我们认识和自我完善的基础。在现今飞速变
化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运用矛盾论的
重要理论体系，不断推进自身的发展和局面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