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矛盾论读书心得(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矛盾论读书心得篇一

记得自我在读高中时就已经读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矛盾，
之后又读了毛泽东tz的《矛盾论》。初学时，以为那矛盾就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短”的自相矛
盾。之后才渐渐发现矛盾资料更加丰富，更具有教育好处。

哲学中讲到：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叫矛盾。
换句话说，矛盾就是对立统一。其中，“对立”是指矛盾双
方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属性、趋势，又叫“斗争
性”。“统一”是指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
趋势，又叫“同一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
终。矛盾具有普遍性与客观性，它是一切事物所固有的，不
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却有许多人
回避矛盾，否认矛盾，找不到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科学方
法。从老子“小国寡民”的构想，到陶渊明对“世外桃源”
的向往，都在期望发现或建设一个没有任何矛盾的“理想世
界”。其实，这样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古往今来，人们
所处的世界都是充满矛盾的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因
而我们就应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性，不能回避矛盾，否认矛
盾。

矛盾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说是时时能够见到，处处能够



用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330011。com像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辨证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
要方面的关系原理等，对于我们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忙与启
发。

首先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来说，矛盾的普遍性是事事有
矛盾，时时有矛盾。而其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
个侧面各有特点。正如毛泽东tz所说：“如果不研究矛盾的
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一样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
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
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对症下药”、
“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成语都告诉
我们一个道理，就是要具体地分析事物的特点。并根据事物
的特点去办事情。用哲学语言来说，就是要对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的
矛盾，叫做主要矛盾;其他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不起
决定作用的矛盾，叫做次要矛盾。学习主次矛盾及其相互关
系的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善于抓住重点，又
要学习统筹兼顾。

然而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随着时
光、地点、场合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应注意他们的转变，
不然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问题和困难。

从矛盾的主次方面来说，在事物内部居于支配地位，起主导
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被支配地位，不
起主导作用的矛盾方面，叫做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
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
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分清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对于我们认清形势，正确估计工作
中的成绩与缺点，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
好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同学不应求全责备。只



要一个同学的优点是主要的，就要肯定他，向他学习。一个
同学即使有比较严重的缺点，也要团结他，帮忙他。只有这
样，才能团结好我们的同学，才能建设好我们的班群众。

毛泽东的矛盾论给予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有了正确
的理论指导，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但我们并不能搞教条注
意，经验主义，本本主义，照搬照抄，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根据实际状况做出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也一样，要在矛盾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与此同时，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也要活用矛盾论中所学的知识，让它为我们
的生活增添光彩，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带给好的解决方法。

矛盾论读书心得篇二

我在写这篇读后感前，仔细地读了《矛盾论》几次，虽然对
其中的理论只能理解部分，但是依然觉得毛泽东的这片文章
的深深的哲理性,还有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革命状况下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如今读来，也能透过深入浅出的文字悟懂一
些做人处事的道理。

《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为基本线索，系统地阐述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坚持
和发展了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阐述这以下四个基本问题：(1)实
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2)认识的辩证
过程，即从实践认识的过程，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3)批判
“唯理论”和“经验论”。(4)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
系。

文章提到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
而且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以下
就对这两点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古语有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悠”，“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
然界有矛盾，人类社会更有矛盾。人不可能脱离矛盾而生存，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人必须生活在矛盾当中。也就是所矛盾
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
事物过程的始终，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文章中说“生
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
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到来”，
这观点很正确，但值得关注的是，这矛盾结束了，另外的矛
盾又产生了，因为同化、异化的矛盾运动停止了，仍然存在
着物理的、化学的矛盾运动。所以，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由矛盾个体组成的社会乃至整个宇宙都存在矛盾。

基于矛盾的普遍性，我们必须学会怎样对待矛盾的普遍性，
从而使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少碰钉子。

首先，这是一篇精彩的哲学论文，当然，如果我说这论文伟
大也肯定没有人会持有反对意见，因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地，
他的东西就应该是伟大地。

其次，这篇论文似乎并不能单单从他的学术价值来评判，还
必须兼顾他的历史意义，我个人一直对目的性很强的说教文
字不怎么喜欢，孟子大人不是说了么：有心为善，虽善不奖，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
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用文章定思想，在现代可能是从毛泽东开始的吧，我想，他
在纠正国内思想问题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成为一
种风气了，当然写篇文章就能给人扣顶大帽子，厉害的不是
文章，是写文章的人。

当然，我得澄清自己不是在说毛泽东的坏话，纯粹是有感而
发，要不这么一顶帽子扣下来，虽然不至于像以前折磨的人



去跳楼上吊的，至少会说我思想有问题，入党怕是没指望了。

萨特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教育就是强迫别人接受另外一
种价值。”单教育可能没那么强的效果，所以有了考试这东
西，于是，不得不把自己不认同的东西一并记下来，就好象
我现在每天照镜子，结果越看自己越顺眼，反复的记忆应用
之矛盾论读后感后，那些东西恐怕也会变的好象是正确的似
的了。

从小就被灌输了政治思想和终极奋斗目标的我们，到底是被
指明了道路，还是被抹杀了个性呢。我曾经问我的政治老师，
共产主义能实现么，那时候还小，这么简单的东西自己想不
明白，我老师琢磨了一会，终于说：“够戗。”“那为什么
还把共产主义当目标呢。”“定远点，要不实现了以后都干
什么啊。”都认为不能实现，都说能实现，这是不是就是教
育的力量呢。

矛盾论读书心得篇三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方面各有其特点，这又构成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
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
去，这以构成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无所不在。

如今，世界在变，世界在发展，用矛盾分析方法对待一切却
永远是充满生命力的，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更具有指导意
义。

世界有缺陷、不完美，就会造成冲突，形成矛盾；人生有缺
撼、不完美，就造成人生的各种问题的冲突，形成人生矛盾。
世界上矛盾无处不有，人生中矛盾无时不在。人生矛盾贯穿
于人生的全过程，存在于人生的每个方面。在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他人等一切人生关系中，无不存在
着矛盾冲突。



青年一代的我们，正处在热情如火的时期，面对的矛盾更是
复杂与多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去
对待问题，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特别是在理想人生和现实
人生、情感与理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这些方面，更应
注意，更应要求我们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分析方法去对待。
在理想人生和现实人生方面，应正确认识到理想人生必须植
根于现实人生之中，同时又要用理想人生来指导推动现实人
生的实践活动。在人生这一普遍性创造自己人生的特殊性。

在情感与理智这一对矛盾方面，不能把其分割开来而只按情
感办事，不能情感地思考问题，曲解事实而犯主观主义的错
误，应自觉地用理智战胜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情
感；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首先应正确认识到特质生
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不能片面强调精神作用而忽视物质利
益，同时又要认识到不能忽视精神生活的作用和意义。物质
利益对我们青年人来说，总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我们要学
会用矛盾的观点对待，不能片面追求物质享受而被物欲所累。

社会在前进，人类在发展，而发展的动力正是矛盾。“事物
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的矛盾性。”正确把握这一点，用
矛盾分析方法去对待发展，这对个人、集体以至于一个民族
的前途都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于矛盾中谋求前进，于矛盾中谋求发展。但愿我们都能自觉
地学会用矛盾的方法面对矛盾的人生世界，从而使我们人生
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坚定，更有力！

矛盾论读书心得篇四

《矛盾论》是今年以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篇文章，文章中对
现实中存在着的各种冲突矛盾作出了解释——所谓矛盾，其
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

矛盾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争论的对象，譬如晋末陶渊明对理



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矛盾，汉末孟德的志向和面对历史周期
律的无奈，甚至于后来近代史上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软
弱性，都可以看见矛盾的影子，这些事物的存在在今日的我
们看来，是不合理的，但《矛盾论》是这样解释的：“矛盾
是自发的，存在于事物内部的。”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矛盾，
一切就都清晰明了了——陶渊明追求理想但当时的现实和历
史大势让他不得不屈服，选择隐居山林；孟德打击豪强和特
权阶级为寒门书生点燃灯火，但当时的社会制度及阶级划分
不得不让他熄灭火炬；近代资产阶级在未革命时和无产阶级
一样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所以他们在革命前和
革命初期渴望革命，需要且愿意革命，但由于当时我国的民
族资产阶级发展尚未成熟，不得不依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在革命中后期时，资产阶级会发现继续革命，自己的利益也
无法保证，所在存在妥协和软弱，这也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
这就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

用矛盾的眼光去看历史，不仅很多现实问题得以解决，曾经
看似不成立的历史走势也变得合理。我之前一直非常困
惑：“这什么在王朝末年农民起义时，皇帝没有选择减赋减
税，分土地给农民耕种？这样农民起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
吗？”读完《矛盾论》我明白了，矛盾就出现在皇帝的性质
身上——权力是自下而上的，皇帝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所以
他要运转起整个帝国，就必须要从农民身上获取资源，而随
着王朝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地主阶级的土地变得更多，很多
农民失去了田地，无法生存，就成了难民，当这样的人多了，
大家都活不下去了，农民就起义了，而皇帝要打击起义，又
需要更多的资源和金钱，这就要从未起义的农民身上获取更
多，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后起义军在全国形成燎原
之势，王朝随之覆灭。

用矛盾的眼光去看历史，才能发现历史规律，判断历史趋势，
真正读懂历史。



矛盾论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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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第三部分讲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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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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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