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矛盾的感悟(精选6篇)
从某件事情上得到收获以后，写一篇心得感悟，记录下来，
这么做可以让我们不断思考不断进步。那么我们写心得感悟
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心
得感悟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矛盾的感悟篇一

一堂课上下来觉得前紧后松。

经过反复修改教案，应该说整堂课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我一开始让学生说说你知道的成语故事来导入新课，接下来
让学生自学生字词，自由朗读课文。在检查自学成果这一步
骤，在学生不能准确读准“戳”时，没能及时纠正，直到学
生读准为止。这就导致接下来纠正时不能马上改正过来。

理解词意“盾”和“矛”时，学生不能立刻讲解出来，经过
引导，让学生回忆电视中见过的才能说出是古代防卫和攻击
的兵器。课后经几个老师的指点，觉得应该结合书上的图来
理解，这样比较直观形象，学生易懂。

最后让学生讲寓意的时候，在学生讲不出的情况下，我只是
反复强调盾坚固、矛锐利。这里应该让学生自己来分析那个
楚国人说的话，如果盾坚固说明矛不锐利，如果矛锐利说明
盾不坚固。这样一来学生就更能明白这个故事所要告戒我们
什么。还有就是我在小黑板上出示：这个成语比喻一个人说
话、做事前后相互抵触。其实这里学生只要说出自己的理解
就好，不需要硬性规定。否则扼制了学生的个性。

知道学生写“戳”字时上面的羽字头钩是不出头的，犯了一
个科学性的错误。

通过上课看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今后要多听优秀老师



的课，多看教育教学方面的书。

矛盾的感悟篇二

阅读完*的《矛盾论》后，虽然对哲学不太了解，这本书还是
能带给我许多知识，带着我思考了很久。主要提出两点我读
书的心得。第一，是有关事物发展的原因。书中谈到矛盾论
时，常与形而上学论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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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触及了我以往思考
过的问题。过去，在涉及事物的原因时，我总是注重其受到
的外部环境的影响。虽然没有系统的想过为什么，但这种思
考方式在我脑中扎根已久，今日读到这部分和我的想法有些
出入的资料，使我停下来仔细的思考。的确，马克思主义哲
学解释了最根本的原因。

先有了内部的矛盾作为主导，外部的因素才能起到作用。

通俗的表达，“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们早已在生活中明
白了这个道理。而我过去注重外部环境影响的思维方式也并
不是错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随着条件的不一样，同一个
事物也可能向不一样的方向发展。若两个本事相近的中学生，
一个进入一流大学学习，一个在餐馆打工，相对而不绝对地
说，他们的未来会是截然不一样的，因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是
巨大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学校的质量的原因。
我们期望学校能给我们供给好的环境，作为我们成才的外因。
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成功的关键是在自身。

如果不珍惜学校的宝贵资源，放任自我把青春耗费在打游戏
上，克服不了享乐和学习的矛盾，那么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
朝着一片灰暗。第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是我们应当
重视的。在看各种国家和社会出现的问题时，我们应当科学、
冷静的分析。当前，在网络上有许多人表达出对某些制度的



不满，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帖子。在我看来，他们是把世界
太过梦想化了，不容忍国家的任何缺陷。中国当前还是发展
中国家，连美国这个世界霸主都不是完美的，中国又如何能
做到满足每一个人的意愿呢？中国当前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
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

作为国民，我们应当正视当前的不足，而不是批判和怀疑国
家和政府。对于社会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公民，我们应当进
取帮忙解决，对政府抱有信心，而不是消极的批评和容忍*等
现象。

我们应当相信，中国是在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着的。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犯过错，走过弯路，可是我
们总体的方向是没有变的。国家发展中不可能把每个方面都
顾及到，总会有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部分。像当前，我们的主
要任务是保证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然后才到教育、医疗等。
这就是抓住本阶段的主要矛盾，兼顾次要矛盾。当中国有了
稳固的经济根基后，我相信政府会更多的关注医疗等方面，
使我国成为一个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所以，我们不能急躁，
要有信心。

矛盾的感悟篇三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原作
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诗人，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
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
导人。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
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
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
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时代》
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100人之一。



矛盾的感悟篇四

今天，我再一次读了《矛与盾》这则寓言故事，读完后我不
禁觉得那人十分可笑。

《矛与盾》，这篇寓言讲的是楚国有一个卖矛与盾的人，他
同时夸耀自己所卖的`矛与盾，因自相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
的事，告诫人们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而自相
抵触。

这个人最可笑的是他同时夸耀自己的矛与盾，才会破绽百出，
被人问道;用您的矛刺你的盾会怎样呢?这样一来矛与盾岂不
是自相抵触吗? 那个人自然是不能自圆其说了。

看了这个寓言故事，我明白了说话办事要实事求是，不可言
过其实自相矛盾。

矛盾的感悟篇五

的确，我们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一团矛盾的，喜欢吃辣，但
却会长痘。想要恋爱，却喜欢自由。大概这就是人生的常态，
有的人就在这些矛盾中就度过了他们的一生，有的人会在这
些矛盾中理出自己的想法跳出矛盾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们怎么样才能活成自己的样子呢，就是通过不断的学习，
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人生就是一所你到死才会毕业的学
校，这所大学校里，总会有很多人在学习中会迷失自己，不
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学什么，什么叫学习，我们究竟要
学习什么，要如何高效的学习。当然我现在依然在初学的阶
段，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希望我们都能在成功的路上并肩
作伴。

其实学习并不难，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学习，为
什么要这样做？我相信只要我们搞清楚了自己为什么要学习，



那就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从这一团矛盾中跳出来，成为自己想
成为的人。

第二点，什么叫学习？学习就是通过一种方式，一种介质，
可以是书，可以是听课，可以是碟片，可以是网
络・・・・・・把原来不清楚的，不明白的，不知道的，常
识解决不了的，变成清楚，明白，知道，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学习什么？这个有主要的三点：1、有关人本身的知识
（所有的知识都要在这之后）2、人际关系（一个人不可能会
脱离人群独自生活）3、生存与发展（这就是我们最初学习的
动力源泉）。

第四点，如何学习？知道如何学习才能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是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与何种人学习。第一、时间到
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时间对我
们来说越来越珍贵，有钱的，大都去报了什么精英培训班。
缺钱的，时间啊就像海绵，当你真的明白自己该做什么，要
做什么的时候，挤挤总会有的。有句话说的好：寒门出贵子，
是对奋斗的公平。当别人比你有钱，又有才华，但还是在努
力的学习的时候，你应该收起你的手机，关掉你的'平板，拔
掉你的耳机，删掉你的游戏。那时学习自然会有时间。第二、
何种方式，在第二点中都有提到，用自己一切可以相到能学
习的办法，去努力。第三、与何种人学习，这世界上有爱学
习的就会相对有不爱学习的，当你每天只跟一个爱打游戏，
只会三杀的人在一起，我不相信你会学到什么生存秘法。当
然，也不排除游戏打的极其厉害的，可以以游戏为生存发展
的，但是我不确定的是，你会不会也跟别人这般厉害。如果
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的话，我劝您还是老老实实在别的方面去
学习完善自己。

最后在和大家说一句，人生如果想要过的更好，想从一团矛
盾中跳出来，那就必须做好两件事，一、凡是为他人着想。
二、效率。



好了，你们的大射手思考完人生，要去拼搏奋斗了，希望大
家都可以过得好，过得真，过得融洽，一团和谐。

矛盾的感悟篇六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总结呢？是时候抽出时间写
写读后感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以下是小编帮
大家整理的名著矛盾论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
欢。

读完《实践论》让我透彻地明白“知”与“行”的逻辑辩证
关系，这使我对《矛盾论》产生极大的兴趣，越是这样越觉
得当初对这些没什么兴趣是多么的遗憾。

《矛盾论》主要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
经验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理解以及在中国的实际应用。通
过阅读《矛盾论》，我准确地认识到了什么是唯物主义，什
么是唯心主义，这两种不一样的宇宙观。唯物主义认为发展
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唯心主义
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想，以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来
看世界。我们的思想曾被这样的思想束缚数千年，那是因为
我们当时不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只能运用主观想象的
方法来解释那些我们无法掌握的未知现象。而现今，我们已
经对世界有了一定、全面的认识，就应透过客观的、全面的、
动态的思想来观察世界。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认为对其理解相对来说较为容易，
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且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
的始终。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矛盾运动所推动发展的，没
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问题并未展现出来并不是说就没有
矛盾，而是因为矛盾并未被激化，未展现出来其相应的效果，
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两个人在关系处理方面，如果两个
人因为某件事而关系出现问题，他们没有出现争执就不能说



两人没有矛盾。

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
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不研究矛盾的特
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
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的特殊原因，或特殊根据，也就无从
辨别事物。那就更不能理解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
方法才能去解决。

当矛盾出现时，两个产生矛盾的事物皆是因为特定的关系产
生矛盾，而不会与另一件不想干的事物产生矛盾。矛盾的出
现具有其特殊性，也是因为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要注意分析问题的全面性。在我们的生活中，分析
问题也应注意全面的、辩证的去分析问题。比如，我们第一
次把某个项目就做成功了，我们就不能骄傲，要客观、全面
的分析成功的本质因素、决定性因素。而不能一概而论，片
面地误认为自己能力很强。

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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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管怎样，
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作用，
是完全没有疑义的。这就是说，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要分析
出产生的问题的矛盾，并找出起着领导作用的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这样才能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对症施策，
方可解决根本性问题。而不是遇到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
病急乱投医，最终所有的付出也只是无济于事。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一切过程中矛盾的各个方面，本来
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各矛盾之间，又互相
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
并推使他们发生运动。而矛盾着的各个方面，不能孤立地存
在。假如没有和他作对的矛盾一方，他自己这一方向就失去
了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矛盾双方可在同一个体系中统一



存在在，而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够相互转化，向着对立的方
面去了。同样，投影到我们的生活中，两个人有矛盾的前提
是两个人务必有共同的竞争目标或需求而产生对立，然后矛
盾的升级程度导致了后续的斗争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