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体与部分
的辩证关系

系统优化
的方法

客观性

多样性

普遍性 l 联系是普遍的，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
问题，反对孤立的观点

l 联系是客观的，我们要从事物固有的
联系把握事物，切忌主观随意性

l 联系具有多样性，我们要一切以时间、
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唯
物
辩
证
法
的
联
系
观

l 相互区别，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l 整体统帅着部分，部分影响整体...

l 树立全局观念，用综合思维认识事物
l 立足整体，优化组合，实现整体功能
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

l 重视部分的作用，用局部的发展推动
整体的发展

世界是普遍
联系的

用联系的观
点看问题

知识回顾



联系

树、土壤、水分、养
料阳光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

发展

唯物辩证法的两个总特征

联系

发展

正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构成了事物的变化

和发展。

构
成



第三课  把握世界的规律

3.2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自然界

人类社会

人的认识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 人的出现

物质世界处于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中。

发展具有普遍性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具有普遍性。

①自然界是发展的：自然界总是处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

运动过程中。

②人类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表明，人类社会是一个低

级到高级的过程。

③人的认识是发展的：每个人的知识积累都会经历一个由不知到知、

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1.发展是普遍的 

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反对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



思考：发展具有普遍性，是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发展
？

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称帝 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 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新时代

倒退下降的变化 前进上升的变化 发展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2.发展的实质 

    事物的前进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运
动

变
化

发展

发展是上升的、向前的、进步的变
化

既有上升的、向前的、进步的变化，
也有下降的、向后的、退步的变化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宇宙间
的一切变化和过程

     （1）并非任何运动、变化都是发展，只有前进的、上升的运动变化才是发展。    

     （2）唯物辩证法的发展概念揭示了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总趋势是前进和上升的。



A.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

B.始祖鸟变成现代鸟类

C.候鸟迁徙

D.环境破坏，鸟类减少

E.气温由10度上升为15度

F.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

G.1G,2G,3G,4G,5G时代

运动、变化

判断：下列哪些是发展，哪些是运动变化？

发展

发展

运动、变化

运动、变化

发展

发展



一、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

（1）含义

Ø 新事物：新事物是符合客观规律，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

Ø 旧事物：违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在日趋灭亡的事物。

3.新事物与旧事物 



1.电脑算命

2.新能源汽车

3.新冠病毒

4.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全国仅57名党员

5.袁世凯复辟帝制

新事物

     

旧事物

旧事物 

新事物

     

判断：以下事物是新事物还是旧事物
？

旧事物

不能以形式的新旧来判断

新出现的事物≠新事物，不能以出现时间的先后来判断

不能以力量的强弱来判断

   区分新旧事物：不是形式的新旧、不是出现时间的先后，也不是力量
的强弱，其根本标志在是否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2）新事物与旧事物的判断标准

新事物 旧事物
是 否

符合客观规律

具有强大生命力

具有远大前途

新事物
符合历史趋势

反映社会进步

符合人民利益

旧事物
是 否

判断新旧事物，其根本标志是：是否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相符合



①新事物——优越性

Ø克服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外形笨重，功能简单

Ø汲取旧事物中积极的、合理的因素→手机通讯联络功能  

Ø增添旧事物中所不能容纳的新内容→速度更快、屏幕更大更清晰、功能更强

②旧事物——违背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走向灭亡

③在社会历史领域——新事物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结论：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

（3）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的原因：

  注意：新事物取代旧事物，不是对旧事物的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继承，新

事物总是汲取旧事物的合理成分，在旧事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总结1：发展的普遍性原理及方法论

【原理】

【方法论】

  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具有普遍性；发展的实质是事物的前进

和上升，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要求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坚持与时俱进，培养创新精神，

促进新事物的成长。反对静止和僵化的保守思想。



u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u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u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u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u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u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u士别三日，即当刮目相待。

u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

u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包含“发展”哲理的诗词名言 



二、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有个人十分饥饿，走到一个店里买煎饼吃，

吃完了六个半，就觉得饱了。于是这人非常后悔，

给自己打了几个耳光，说：“我这时候饱了，是

由于吃了这半个饼的缘故。这样看来，前面六个

饼是白吃了。如果早知这半个饼就能吃饱，就应

该先吃这半个饼啊！”  

思考：大肚汉的说法正确吗？为什么？

错误。只承认质变，否认量变，没有认识到量变与质变的关系。



1.事物发展的形式或状态——量变和质变

（1）量变和质变的区别

含义 特点 呈现的状态 结果

量变 事物数量的增减或
场所的变更

渐进的、不
显著的变化

统一、相持、平衡
和静止

事物还是自身，性质没有
改变，没有变成另一事物    

（ A还是A）

质变

事物根本性质的变
化，是事物由一种
质态向另一种质态

的转变

根本的、显
著的变化

统一物的分解、平
衡和静止的破坏

事物性质改变，一事物变
为他事物（A变成B）

    注意：
    1.量变与质变的根本区别在于事物的根本性质是否改变。
    2.发展一定是质变，质变不一定是发展，只有上升的前进的质变才是发展。



1.事物发展的形式或状态——量变和质变

（2）量变和质变的联系（发展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①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达到一

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②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使事物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

。

 ③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

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

量变 质变 新的量变 新的质变 ……事物的发展：

反对：形而上学的“激变论”和“庸俗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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