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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节

框   架

第一章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唯物辩证法】【235】

（一）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个总特征】 （二）事物的变化发展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大规律其一】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一）量变质变规律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3大规律其二&三】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5大基本环节】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内容与形式

（二）本质与现象

（三）原因与结果

（四）必然与偶然

（五）现实与可能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考的最多，难度最高，内容最长的一个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矛盾的内涵1.

矛盾的地位2.

解决矛盾的形式3.

矛盾即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重点背诵，对立统一规律的必答句】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高频重点考点，经常单独考核简答题或结合新思想考核论述题4.

和谐5.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

内容和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以及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的中心线索，也是理解这些规律

的“钥匙”；

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矛盾分析法。

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

矛盾双方同归于尽

矛盾双方形成协同运动的新形式

矛盾双方融合成一个新事物

矛盾同一性含义

矛盾斗争性含义

辩证关系

作用

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有两方面含义:

一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前提，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二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①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结、相辅相成。

②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也没有斗争性，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同一性通过斗争性来体现。

③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④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

方法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矛盾时，必须从对立中把握同一，从同一中把握对立

同一性对于事物发展的作用：

同一性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在矛盾双方中，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发展为条件，发展是在矛盾统一体中

的发展；

同一性使矛盾双方相互吸取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各自得到发展；

同一性规定着事物转化的可能和发展的趋势。

斗争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

矛盾双方的斗争促进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矛盾斗争性促进事物的量变

矛盾双方的斗争是一种矛盾统一体向另一种矛盾统一体过渡的决定性力量。矛盾双方的相互排斥和否定促使旧

的矛盾统一体破裂，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矛盾斗争性促进事物的质变

正确把握和谐对事物的作用:

①和谐是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体现着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②和谐并不意味着矛盾的绝对同一。

③和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在矛盾双方处于平衡、协调、合作的情况下，事物才展现出和谐状态。

只要矛盾存在，矛盾的两大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就一定同时存在

矛盾的斗争形式可以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种基本形式。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但在不同的条件下，二者所处的地位会

有所不同。

规律就是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

自然规律：盲目的、无意识的起作用

社会规律：有人的能动性参与在内的起作用两种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只能认识和利用，不能改变、

创造和消灭

规律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其与自然规律的异同进行分析。自然界的

规律是通过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而社会历史的规律是通过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表现出

来的。两者虽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和特点不能否定社会历史是一个有其内在规律的自然进程，因为“无数的单个愿

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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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唯物辩证法】【235】

（一）事物的普遍联系

一、联系和发展的普遍性

【2个总特征】 （二）事物的变化发展

（一）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3大规律其一】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一）量变质变规律

三、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3大规律其二&三】

四、联系和发展的基本环节

【5大基本环节】

（二）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内容与形式

（二）本质与现象

（三）原因与结果

（四）必然与偶然

（五）现实与可能

二、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

（二）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1.

矛盾的不平衡性2.

矛盾分析法3.

矛盾普遍性

矛盾特殊性

辩证关系

方法论意义

①内涵：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②特点：共性、无条件性、绝对性。

③方法论：承认矛盾，分析矛盾，敢于揭露矛盾，积极寻找正确的方法解决矛盾。

①内涵：是指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各有其特点。

②特点：个性、有条件性、相对性。

③方法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①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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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的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没有离开个性的共性，

也没有离开共性的个性。

④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关系，既是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法，也是科学的认识方法。

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是由认识个别上升到认识一般，再由认识一般到认识个别的辩证发展过程。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基础。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1.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2.

方法论3.

分析矛盾普遍性，承认矛盾，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并寻找正确的方法来解决矛盾

分析矛盾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矛盾即对立统一，要求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

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

抓关键，看主流

批判与继承相统一

主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决定事物发展

的进程

次要矛盾：是矛盾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发展起次要作用的矛盾。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事物发展中处于服从地位的矛盾方面。

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两点论：在分析事物的矛盾时，

不仅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而且要看到矛盾双方的统一；

不仅要看到矛盾体系中存在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要看到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

重点论：要着重把握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两结合，中国化时代化，取得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指引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伟大胜利，同时又

用中国经验和理论创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矛盾普遍性 vs 矛盾特殊性

=共性 vs 个性

=一般 vs 个别

=抽象 vs 具体

例题：从打碎一个花瓶所概括出来的“碎花瓶理论”我说你能够帮助恢复文物、陨石等不知其原貌的物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