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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D_9A_E6_8C_81_E7_c38_59760.htm 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

教学，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事物的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即事

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矛盾双方的联系，初步把握对立统一规律

的最基本的内容；提高学生最基本的矛盾分析方法的能力；

更深入地进行唯物辩证法矛盾观的教育，学会用一分为二的

观点看待社会与自己。 1．知识方面 识记 ：对立、统一、矛

盾特殊性、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

次要方面等基本概念； 理解 ：矛盾的概念、矛盾的普遍性原

理及方法论的意义、矛盾特殊性原理及方法论意义、主次矛

盾与矛盾主次方面转化的方法论意义； 运用 ：运用两分法分

析社会生活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运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

性原理分析说明对邓小平理论及个人生活与学习过程中所遇

到的问题：运用矛盾主次方面主流与支流分析对当前形势的

看法，运用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说明我国既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又要坚持社会全面进步。 2．能力方面 要着重

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运用矛盾分析法观察分析事物的

能力。 (1)从引导学生理解和把握矛盾概念人手，初步树立“

一分为二”的观点，学会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培养他

们的辩证思维能力。 (2)通过引导学生运用基本原理去分桥和

领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分析和思考学校生活及个人成长中遇到的一些矛盾，培养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3)在方法

论意义的教学中，应特别注意逐步提高学生适应时代发展、



社会进步和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 3．觉悟方面 (1)学会用“

一分为二”的观点击看待人和事、看待自己，这既是一个思

维方法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道德、觉悟提高的过程。 (2)通

过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学习和认识

，进一步坚定学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并进

而增强为此而奋斗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教学重点 矛盾的含义.

矛盾普遍性；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特点

；为什么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

辩证关系；主次矛盾辩证关系；矛盾主次方面证关系。 教学

难点 矛盾的含义；坚持两分法、两点论，要学会全面理解和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问题；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事物的性

质主要地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课时安

排 7课时 第 一 课 时 导入新课 我国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者老

子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

音相和，前后相随。”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各以其对立

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同样的，在古希腊也有一位著名的哲

学家赫拉克利特，他认为“宇宙中各个部分都可以分为相互

对立的两半：地分为高山和平原，水分为淡水和咸水⋯⋯气

候分为冬和夏、春和秋。”同学们，世间的万物都包含着这

样的道理吗?你能用其它内容把这个句子排列下去吗? (设计这

个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学生从具体事例入手，把握矛盾的概

念)(学生举例。) 不论是老于的思想，还是赫拉克利特的理论

，以及同学们举的几个例子，都包含了事物一分为二的合理

思想。既然事物本身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

识事物，如实地反映它们的本来面目，也要运用一分为二的



方法去分析事物，这才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即矛盾分析的方

法。那么什么是矛盾?什么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关于这些问题

，我们将在本课学习。 第三课 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板书) 请

同学们粗读第三课的内容，即只读这部分内容的课标题、节

标题和框标题。 (阅读后，教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师出示第

三课知识总体框架结构。) 通过粗读本课内容，我们已经明确

，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是这课书的逻辑起点。 第一节 事物都是

一分为二的(板书) 一、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板书) 从教材引用

的老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

、高和下、声音的高与低、前和后都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甚

至是直接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有区别，但它们又“相生、

相成、相形、相倾、相和、相随”，说明它们还有密切的联

系；在赫拉克利特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高山区别于

平原，冬区别于夏，春不同于秋，但它们又共同联系组成大

地，组成一年的四季；同学们举的事例中同样具有这样的共

同点任何事物都有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既是相互区别、相

互对立的，又是相互依赖、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存在的既

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哲学上就叫做矛盾。 1．矛盾的含义：

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叫做矛盾(板书) (教师指

导学生阅读教材第82页第2自然段。)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

下矛盾是如何对立统一的。首先看哲学上讲的“对立”的含

义是指什么？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82页第3自然段并思考：①

在课初你举的事例中，事物两个方面的区别是什么?二者是如

何对立的? ②哲学上讲的“对立”、“斗争”同日常生活中特

别是政治用语中的“对立”、“斗争”是否是一回事?二者的

关系是怎样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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