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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问答 | 5.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
范？

专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一、思想之旗领航向——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5.如何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共产党人

不断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讲是什么、为什么，又讲怎么看、怎么办，既部

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一思想，秉

持人民至上、彰显历史自觉、坚持实事求是、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战略思维、发扬斗争精神，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典范。

　　这一思想秉持人民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辩证统一。人民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体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根红线。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人民中成长起来的、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我是人民的勤务

员”、“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他对人民的深情告白和铿锵誓言。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解决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无论是推进平安中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还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都对人民利益尽心尽责，对百姓冷暖念兹在兹，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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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为人民代言、为人民立言的科学理

论，实质上就是“人民至上论”、“人民幸福论”，充分展现了“以百姓心为心”的真挚情怀和“依靠人民创造历

史伟业”的博大境界。

　　这一思想彰显历史自觉，深刻洞察把握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使命，坚持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

统一。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

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注重从历史、现实、未来的贯通中把握历史规律和发展趋

势，联系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来思考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50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来认识社会主义运

动的前进方向，联系中国近代以来180多年奋斗史来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联系100年革命、建设、

改革的历程来把握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使命，展现了“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政治眼界和历史思维。对此，有西

方媒体评论说：西方领导人只考虑眼前一两年，最长不过5年，而中国领导人的维度是50年、100年，甚至200

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握历史规律、判断历史大势、引领历史潮流，蕴含着对强党之路、强国

之路、复兴之路的深刻认识，彰显了深邃的历史观照、深厚的历史情怀、强烈的历史担当。

　　这一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中国现实，贯彻知行合一，坚持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世界统一于物质，认识

来源于实践。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

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坚持调查研究，既把“实事”弄清楚，又把“求是”搞透彻。为了

编制“十四五”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企业家、经济社会领域专家、科学家、基层代表、党外人士等七

场座谈会，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当面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贯彻新发展理念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到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系列重大论断、重要思想的提出，无不来自对“实事”清醒而全面

的认识，对“求是”坚定而执着的追求。实事求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凸显了这一思想是实践的理论、实干的理论、行动的理论。

　　这一思想突出问题导向，在直面矛盾、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中不断推进发展，坚持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

统一。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

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导下，我们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涉险滩、破

坚冰，持之以恒纠“四风”、刮骨疗毒反腐败，啃下贫中之贫“硬骨头”，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等，都是聚焦

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最突出

的矛盾和问题上，把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充分彰显了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推进事业发展的高超领导艺术和执政

本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唯物辩证的鲜亮底色。

　　这一思想强化战略思维，立足全局洞察时代大势，着眼长远应对世界变局，坚持全局和局部的辩证统一。事物

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要求我们深入把握事物的整体和全局，更好推动各方面工作。从总体上看清形势、看准问

题，好比登高望远，自然“一览众山小”，也就能掌握战略制高点和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的宏大战略思维系统谋划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为“中国号”巨轮指明了正确前进方向。这种战略思维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比如，加

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牵住了实现新时代历史性变革的“牛鼻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仅为解决当今人类问题提供了可行方案，而且占据了道义制高点。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鲜明特质，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

　　知识链接

　　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

　　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就是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的能力。

　　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

　　创新思维能力，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能力。

　　法治思维能力，就是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能力。

　　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能力。

　　这一思想发扬斗争精神，指导推动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同一

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本质属性，斗争性是矛盾的重要方面，斗争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

争；必须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

赢。正因为我们坚持斗争，才能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稳扎稳打、积极应对，才能在处置暴力乱港事件中果断有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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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制敌，才能在百年一遇的大疫情中艰难扭转危局、率先冲出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的斗

争精神，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性和革命性特征，为党领导人民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提供了强大动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新时代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为全党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树立了光辉榜样。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要全面准确领会其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又要深刻把握贯穿其中的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其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行动，

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全力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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