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论持久战读后感 毛选读后感精
彩(模板5篇)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
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
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
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
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这里我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吧。

论持久战读后感篇一

毛泽东。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儿时，当我看到对人物的叙述时，
伟大的人物往往后面会连着好几个家，我心里对此颇不以为
意，认为只是单方面的成就造成了其他方面对他们的追捧，
直到我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以下简称《毛
选》）

若说我会去看《毛选》，恐怕少时的我是不会理解的，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对政治类的书籍都避之不及，这可能
源自于大学时所接触到的或粗淡无味或假大空或晦涩难懂的
教材的影响。直到我工作，看到诸多书单、人物推荐了本书，
恰逢书荒，于是我买来了《毛选》。

《毛选》（第一卷）的开篇便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这篇文章我曾在高中学历史时无数次听起，但我并未想过某
一天我会打开原文来看，开头第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
是我们的朋友”，已然将我的目光牢牢吸引，通篇读下来，
毛分析了当时社会下的6类阶级，采用总-分-总的形式得出各
阶级与“我们”的关系，文笔流畅朴实、结构简洁明晰、内
容直击要害、思想深邃有力。而这种简洁、流畅的风格在



《反对本本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中均
有体现，毛以其文笔将其深邃思想尽皆展现，让我也明白了：
他这理论家的头衔实至名归。

虽然伟人的深邃思想非常人能够达到，但我想毛的这种行文
方式却太值得当代人学习，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包括我自己在
内，废话太多，自己要表达的太少，许多文章看下来就如老
太太的裹脚布一样，又长又臭。通过《毛选》，我更加深刻
地认知到，最好的文章一定是字数精简的，如何在最少的字
数内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是每个人都需要修炼的功夫。

《毛选》是实用的，他的思想到现在都非常受用。许多现实
生活中的问题，在《毛选》中都能够得到解答，如现在在政
治工作中强调的干部问题，《毛选》中就说到：“指导伟大
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这些
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
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
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
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想，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党的好干部
与毛泽东在《毛选》（第一卷）中所提到的好干部的要求并
无二样。

《毛选》是言之有物的，他的每篇文章都体现了对马克思主
义方法论的解释与运用。在未看本书之前，我其实很难理解，
在当时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红军是怎么取得革命的
胜利、怎么就能取得民心的？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进行二万
五长征？虽然在历史课本上，我曾得到过概要的答案，但随
着年岁渐长，概要性答案并不能为我释惑，我需要了解更具
体的、更详细的操作。而阅读《毛选》，我得到了答案。如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分析到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进入反攻阶段，提出“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
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
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一)积
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阵地；（三）红军主



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
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又分析到人民的条件即
是根据地的条件。通过寥寥数笔，就讲清楚了为什么在敌我
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能够打胜仗。实际上，毛的每
篇文章都如挠痒一样恰到好处，令人舒畅。我想：阅读《毛
选》，了解其中的方法论，我们必将受益无穷。无论是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还是抓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亦或是
要全面性地看待问题、知己知彼，对这些方法的深入理解，
都有助于我们解决平常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我要谈的一点是：在如今的社会，我们往往会听到，
现在的社会不是以前的社会了，现在的人也不是以前的人，
现在的风气不好等等话语，抱怨多，想方法少。而通过阅读
《毛选》，我看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情怀，这种
情怀使我感动，在今时今日它依然散发力量。我想：理想主
义并不虚无，用踏实肯干的精神、科学创新的理论去践行理
想主义，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去解决改革深水区所遇到的问
题，我们必将收获幸福的未来。而这也是我阅读《毛选》收
获最大的一点！

所以，朋友们，去读《毛选》吧，近距离接触毛泽东的思想
和价值观，也相信你必有收获！

论持久战读后感篇二

暑假期间，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给我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震撼之一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必
须打得稳，打的准，打得狠。读到这个题目，我愣住
了。“稳、准、狠”指什么呢？强烈的好奇心促使我迫不及
待往下看。哦！打得稳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
错；打得狠，就是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
者，当然不杀）。这让我联想到了我的学习。我们学习也要



稳、准、狠。稳，就是要注意学习方法；准，就是学习内容
不能东学一个，西学一个；狠，就是要全神贯注地学习，就
像罗丹做雕塑一样。只有集中精神学习，才能成为国家栋梁。

震撼之二是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发言的节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为什么是纸老
虎呢？噢！原来他们脱离人民！而毛泽东同志在同敌人长时
间斗争，形成了一个概念，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
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这也是我想起我学习与
生活的原因。比如：做作业。作业多，我们不要恐惧，也不
要有逆向心理。因为那是为你自己学习而在一道道小题上，
我们要加以仔细，不要出现分好差错！这样，你就已经走出
了成功的第一步。

这本书使我一生受益。

论持久战读后感篇三

很多网友在私信中鼓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喜欢毛
泽东很是难得。”还有部分网友，甚至是我身边的朋友问我：
“写毛泽东已经过时，现在年轻人根本不会看，为什么要写
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做正面回答，也不做负面评
价。因为我起初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在我重新对毛主席有
了更深一层的认识之前，《毛选》集陈列在我的书架上是布
满灰尘的。因为之前为了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文章时才再次
打开这本选集，从写毛泽东第一篇文章的那时起，就根本停
不下来了。至此，我也成为“毛粉”中的一员，而成为那些
反毛党不能理解的“另类”。

为什么会喜欢毛泽东？当你愿意去阅读他的作品、去理解他
的做法，去设身处地思考他的时候，你就会很理性、很客观、
很自觉的给自己找到一个愿意追随他的理由，而《毛选》这
本选集正是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喜欢他的答案。



茨威格说过：“历史衡量一个人不是以他的道德而是以他的
影响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即使他有瑕疵，有误判，都不影响他的伟
大。从《毛选》中，你能彻彻底底体会到一个伟大的理想主
义者他的情怀、他的自信、他的审慎，他的殚精竭虑，他的
务实大气。

批判容易，治理不易。比如我们骂贪官，骂奸商，骂的一时
痛快，但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动动嘴皮就能把问题
解决了，面子里子都好看。但问题是，有时候偏偏是思考这
个问题的人太少了。如何用骂的魄力把问题给解决了，这才
是骂的实力，而往往有些人只有骂的勇气没有骂的实力。

正如毛泽东在《毛选》中所说的那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
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
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在看待问题和对待问题上，对与不对，他立场鲜明，掷地有
声，一针见血，绝不粉饰。这才是一个伟人应该有的真知灼
见。毛泽东，他是用毕生精力在谱写一个伟大的时代。《毛
选》：用语自然洒脱。他行文简洁直接，开门见山，直来直
去，不带半点扭捏。《毛选》：就是针对每一个问题进行思
考和重建，它不仅代表一种态度，也是引导的一种方法。在
《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能够很准确的分析了战争各方形势，
得出结论，找出路子。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这就是他的伟
大之处。

《毛选》：是一种理想情怀。

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热度，他想改变中国的决心，他觉
得中国几千年腐朽是必须改变的，是可以改变的。面对一个
满目疮痍的中国和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在《毛选》这篇著



作中，你不曾看到他的一丝犹疑和懈怠，即使是最绝望的时
刻，他依旧充满自信，对一个美好未来的无比笃定，这种炽
热的理想主义情怀，用语言是无法形容的。

《毛选》：教会我们如何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些方法来源于
毛泽东的工作经验。毛泽东说过：“创新就要允许犯错误，
不犯错误怎么能知道什么是对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
能矫枉；要立足最坏，争取最好。”

现在的年轻人中有多少人喜欢毛主席的，我不太清楚，但有
一点可以很明确：不喜欢他的人就是不喜欢，喜欢他的人就
会不自觉的喜欢下去，而对于《毛选》这本著作也许会改变
他们对毛泽东随波逐流的评论。因为，当你把自己的人生经
历和国家各种政策摆进去，你会发现他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

结语：

读《毛选》给我最大的收获：如果你不曾了解一个人，就不
要随波逐流的去评价；如果你了解一个人，更不能随随便便
的去评价。当你真正的读懂他的时候，你才不会盲目的去崇
拜、更不会盲目的去排斥，这才是对他的尊重。

论持久战读后感篇四

前几天刚买了《毛泽东选集》，一直都觉得这些文章是比较
枯燥无味的，但是今天翻开看了几篇，完全和最初的想法不
一样了，里面的文章不仅文字通俗易懂，而且里面的每一篇
都可以说是经典，都可以使我们受到很好的教育，都值得我
们去学习，而这些著作也很值得我们去珍藏。

我今天就其中一篇《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谈谈我的感受，
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
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
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



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
个人愿望出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文化工作中的
统一战线”原文）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直以来都是走群
众路线，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完全做到，甚至有的不考虑群
众的感受，就自己主观的违背群众意愿去做事。

又如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
上虽然有了某些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
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
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
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原
文），还有一句也是我特别赞同的：“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
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
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原文）这篇文章主要讲的还是群众路线，要依靠群众，按照
群众大多数的意愿来做事，要通过做一些实事让群众自觉的
下定决心，有了群众的支持，这样办起事情来也会容易很多，
联系群众犹如鱼得水，脱离群众就像树断根，所以群众的力
量是很重要的，我们国家一直也强调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坚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但这条路线我们做的还不够，
还要不断地去努力。

论持久战读后感篇五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
段音乐，然后将得到的感受和启示写成的文章叫做读后感。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毛选第一卷矛盾论读后感，希望对
大家能有所帮助。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__。按照辩证唯物论的



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
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
性和相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依必须的条件有同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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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
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
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
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
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
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
的各种不一样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
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
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我的经
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
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这篇论文告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持续清醒
的认识，这篇论文无论是昨日还是这天，都可作为我们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尙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茖__。按照辩证唯物论的
观点看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
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茖侧面各侑其特点，這是矛盾的特殊
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必须的条件侑同一性，因此能
够共居于一茖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相反的方面去，這



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
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都侑
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
为显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
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
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一样的斗争形式的
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們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尙述
這些要点，我們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
不利于我們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侑经
验的同志們整理自我的经验，使之带尙原则性，而避免重复
经验主义的错误。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
的结论。"

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這篇论文告诉我們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持续清醒
的认识，這篇论文无论是昨日还是这天，都可作为我們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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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
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
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
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



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
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
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

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
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
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
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
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这篇论文告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保持清醒
的认识，这篇论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可作为我们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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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尙学的宇宙观
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茖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
论的观点看來，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
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
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茖侧面各侑其特点，這是矛盾的
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侑同一性，因
此能够共居于一茖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相反的方面去，
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
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都侑
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
为显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

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
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
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
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們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尙述這
些要点，我們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



利于我們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侑经验
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尙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
验主义的错误。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
结论。"

這是一篇很好的教育作品，這篇论文告诉我們认识世界的方
法，如何认识事物，分析事物，在发展事态下如何保持清醒
的认识，這篇论文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可作为我們处理
事物的方向坐标。

毛泽东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事物
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事物的矛盾法则，
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正因
为毛老对唯物辩证法理解的如此深刻，才能够说出这样本质
的道理，才能够在唯物辩证法引导下，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
的道路，开辟新中国。以下浅要谈谈我读《矛盾论》的感想，
主要结合我的大学生活展开。

在书中，毛老主要运用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总结我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践经验；主要从两种宇宙观、矛盾普遍
性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
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阐述了哲学中既
对立又统一的规律，指出并发挥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
质和核心的思想。这对于我们分析事物，认识事物有很大的
作用性。

文章虽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我们当代大学生还
是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步入大学的我们，心中怀抱大大的
理想，内心充满激情，棱角分明。所以也恰恰意味着我们生
活中所面对的矛盾更是复杂，我们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必须学会正确的运用矛盾分析法去
对待所遇到的问题，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当
我们在理想和现实、个人情感与理智、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矛
盾时，就应该学会运用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分析法去对待和



处理好这些矛盾。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理想是根植于现实之中，但同时又
需要我们用理想现实来指引和推动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要
懂得趋利避害，做自己，在矛盾的普遍性中，创造出属于自
己的价值。

一概念构成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出发点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
便是关于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因而又称之
为矛盾规律。在当今矛盾论的解释体系中，存在着对矛盾概
念的进一步分析。这就是，一方面它从外延上区分出主要矛
盾和非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它又根据同一矛盾的对立双方
在矛盾中的不同地位而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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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矛盾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时时可以见到，处处可以
用到，无时不有，无处不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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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与启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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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其中也包括我曾有过类似的想法。人们对陶渊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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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渐渐意识到没有矛
盾就没有世界。因而我们应该承认矛盾的客观存在性，不能
回避矛盾，否认矛盾。



毛泽东的矛盾论给予我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有了正确的理
论指导，让我从中受益匪浅。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要活用矛盾
论中所学的知识，让它为我的生活增添光彩，为我的日常生
活提供好的解决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