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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敬业与乐业》教案设计 

教学目标 

1、学习"总--分一总"的结构。 

2、学会运用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引用材料）。 

3.明确文章中心论点。 

4.体会本文语言通俗、准确、生动有力的特色。 

教学重点 

1、学习"总--分一总"的结构。 

2、学会运用事实论据和道理论据（引用材料）。 

教学难点 

体会本文语言通俗、准确、生动有力的特色 

 

教学程序 

第一课时 

一、导入： 

 同学们，我们做学生的总希望自己学习最好，事实上，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希望

做到最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最好呢?梁启超先生就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今天，我们就

来学习他的--《敬业与乐业》。 

 2、介绍作者。 

 让同学根据自己的了解介绍作者。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近代维新派领袖，学

者。其著作有《饮冰室合集》，记住作者。  

二、自主学习 

 师：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注意解决以下问题。(出示课件或小黑板 2。) 

 1、找出并掌握文中出现的生字词。 

 2、本文运用了怎样的结构形式? 

 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给课文划分段落。 

 4、文章运用了几种论据?  

5、找出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许多有关敬业和乐业的观点。 

三、合作学习 

I、先以小组为单位，相互解答疑难问题。  

2、在班上讨论研究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 

四、反馈交流  

1、解释下列词语，并给加点字注音。(出示课件或小黑板 3。) 

旁鹜亵渎骈进强聒不舍 

明确：(让两位同学分别解释、注音，其他同学纠正。) 

2、本文运用了怎样的结构形式?作者是如何论述的? 

明确：(本文的结构是"总--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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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第 l段)：揭示全篇论述中心。 

第二部分(第 2～6段)：论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 

第三部分(第 7段)：总结全篇，勉励人们敬业乐业。) 

3、本文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明确：(中心论点："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能用相

同意思的短评代替“唯一途径”) 

4、文章运用了几种论据?并在文中找出。  

明确：(文章运用了事实论据与道理论据两种。) 

 作者列举的事实有生活中的实例，有古代、外国著作中的事例，有自己亲身经历的

经验引用名人的话。 

5、观点是： 

人类一方面为生活而劳动，一方面为劳动而生活。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凡职业

没有不是可敬的。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一劳作便是罪恶。因自己

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凡做一件事，便把这一件

看做我的生命„„。敬业主义对于人生最重要，对于人生最为有利。从劳动中找出快乐

来。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因为每一职业之成

就„„人生能从自己职业中领略出趣味，生活才有价值。敬业即是责任心，乐业即是趣

味。 

板书： 

本文的结构是"总--分--总"。 

第一部分(第 l段)：揭示全篇论述中心。 

第二部分(第 2～6段)：论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 

第三部分(第 7段)：总结全篇，勉励人们敬业乐业。)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 

“敬业乐业"四个字是人类生活的不二法门。“不二法门”能用相同意思的短评代替

“唯一途径”) 

论据：事实论据与道理论据 

  

  

  

第二课时 

一、研读赏析，课文第三段。 

(1)学生读课文，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完成下列题目。 

①这段文字主要阐述的观点是什么?文章分哪几个层次来论述的? 

②据你的理解，解释一下“太精微”的字面意思，并简述一下文中所指。 

③谈谈你是怎样理解“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一面也为劳动而生活”。 

④这段文字前面说当大总统的和拉黄包车的“并没有高下”，但最后说“是天地间第

一等人”，这两种说法是否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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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组代表交流发言。 

明确： 

(①观点：要敬业。第一层："第一要......便是敬"。什么是敬。第二层：“业有什

么„„没有什么分别拣择。 ”什么是敬业。第三层：“总之，„„第一等人。 ”敬业到圆满，

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 

②文中指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地从儒家礼仪方面来诠释“敬”字，而造成的“冗杂、

琐碎、深奥、繁琐”。 

 ③一方面，劳动是人为了获取生活资料，为了谋生。另一方面，正因为劳动，才使

得生活有意义。 

④不矛盾。这两种说法角度不同。前者是从劳动价值同等和职业神圣的角度说的；

后者是从人的才能和工作性质不同对社会的贡献就有所不同的角度说的。大家同是替社

会做事，劳动价值相等，并没有高下，所以凡职业没有不是可敬的。 

第四段：论述怎样才能做到敬业。 

1、举二组事例说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丝毫不分心到事外”（即敬业） 

2、从反面论述不敬业的害处。引用庄子、孔子的名言进一步强调敬业的重要。 

二、让学生发现问题。 

 学生讨论还没解决的问题，并谈谈收获。 

 (不必面面俱到，也不必只限于一个方面，只要学生能说出某些方面就应给予肯定。) 

三、议论文的一般结构。 

提出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 

(引论) (本论) (结论) 

第一部分：提出论点。 

第二部分：论述敬业与乐业的重要。 

 第一层：论“敬业”的重要。 

第二层：论“乐业”的重要。 

第三部分：总结全篇，勉励人们敬业乐业。 

② (总)——(分)——(总) 

四、完成课后练习二。 

1、分别指当木匠的和当挑粪的两种人。 

2、泛指一般的人。 

3、作者自己。  

五、学了本文后，结合自己平时做事的态度，谈谈自己的想法。请你写一篇读后感。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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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说 

[文题解通] 

导读 

人类社会的前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圣哲的指引，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人们才

找到了前进的道路。伏尔泰正是这样一束智慧之光„„  

从雨果激情澎湃的演讲中，我们感受到伏尔泰撼人的精神力量，同时领略到雨果的

人道主义风采和凛然的正义。 

作者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著名的小说

家和诗人。 

雨果 13 岁开始创作。早期作品多赞成波帝王朝复和天王教会。后在进步思想启发下，

正治上转向资产阶段自由主义，并在文学上反对古典主义。他创作的《欧那尼》，以其反

封建的主题和打破古典主义创作法则的艺术手法，标志着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的全面胜

利。他的大部分作品深刻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社会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和社会现实。主要

作品有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春》、《九三年》等。 

背景 

雨果在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演讲。1878 年的法国，拿破仑三世王朝

已经推翻，建立了共和政府。作者也早已结束了 19 年的流亡生活。但是，德国对法的战

争没有停息，因为政治派别纷争激烈。尤其对巴黎公社员的杀戮，到处弥漫着血腥。“野

蛮还在，刀剑猖狂”。作者本人代表左派，同情巴黎公社，不断受到排挤。雨果这位从伏

尔泰思想汲取力量的人道主义斗士，发表富有战斗激情的演说。 

[知识览通] 

语音 

1、陨落：yǔn，不读“yún” 

2、诅咒：zǔ，不读“jǔ” 

3、不挠：náo，不读“yáo” 

4、恪尽职守：kè，不读“gè” 

字形 

1、深邃：“邃”不能写成“遂”。 

2、污蔑：“蔑”不能写成“灭”。 

3、辩护：“辩”不能写成“辨”。 

4、熄灭：“熄”不能写成“息”。 

词语 

1、弥留之际：病危将死的时候。 

2、登峰造极：登上高峰，达到顶点。比喻达到了最高境界。 

3、兼而有之：同时具有。 

4、睿智：英明有远见。 

5、著作等身：形容著作数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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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伏尔泰逝世 

一百周年的演讲 

第一部分（1）世纪性贡献 

第三部分（10—12）非凡人格 

第四部分（13-14）时代意义 

第二部分 

（2—8）思想启蒙 

（9）现实关怀 （历史） 

（现实） 

6、恪尽职守：谨慎而恭敬地履行职责。 

7、灵柩：已盛尸体的棺材。 

8、媚上媚下：巴结上司，欺骗下属。 

9、凌驾：高出：高出（别人）；压倒（别的事物）。 

10、恼羞成怒：因感到羞愧而发怒。 

常识 

伏尔泰与启蒙运动 

伏尔泰（1694—17787），法国启蒙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启蒙运动是 18 世纪西

方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之后所进行的第二项反对教会神权和封建专制的文化运动，追求

政治和学术上的自由，提倡科学技术，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启蒙”意在启

迪，在启蒙运动中引申为用近代哲学和文艺的文化知识的光辉照亮被教会和贵族专制迷

信与欺骗所造成的愚昧落后的社会，恢复理性权威。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狄

德罗、孟德斯鸠和卢梭，他们又称为法国百科全书派。他们编纂法国《百科全书》，传播

启蒙思想。伏尔泰积极为《百科全书》撰稿，文稿后来收入他的《哲学词典》。伏尔泰晚

年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他在自己庄园收留宗权派别斗争造成的难民上

百户。同时，还多次打抱不平，替穷苦人伸张正义，平反冤案。他还利用通讯的方式和

撰写小册子，宣传反教会反专制的启蒙思想。伏尔泰所作的努力和不倦的斗争，赢得了

巨大的声誉，他名字响彻欧洲上空。伏尔泰在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中是功不可没的。他

的思想和学说教育了好几代人，为反封斗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大

革命武装了法国人民的头脑。 

[内容析通] 

理文脉 

文章紧扣对伏尔泰的礼赞，从历史到现实，从伏尔泰的卓越贡献到他的非凡人格，

从伏尔泰思想启蒙的现实关怀，构成演讲的脉络层次。 

辨结构文章的结构示意图 

 

 

 

 

 

 

 

 

 

探意旨 

本文高度评价伏尔泰在人类历史上的非凡地位，热情歌颂他在历史上的卓越贡献和

伟大的人格魅力，极大肯定了伏尔泰对后世产生巨大的作用。同时表现了作者对黑暗、

战争、专制和不公宣战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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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演说辞，但就其实质还是一篇议论文，要从观点和材料方面解其意旨。 

1、抓住观点。观点是作者所要表明看法和态度。 

如，文章第一段作者这样评价：“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一个

职能，他完成过一项使命。”高度评价值伏尔泰的历史地位和巨大的贡献。又如第 13 段，

这样写到“伏尔泰比国家领袖更重要，他是思想的领袖。到伏尔泰，一个新的纪元开始

了。”还如第 14 段这样评价伏尔泰对后世影响：“他有益于人类的生命在一百年前已经熄

灭，但他的精神是不朽的。” 

2、分析材料。文中所述的材料是观点的印证和具体化。 

如，第一段中“在他弥留之际，一边有同时代和后代的欢呼与赞美，另一边有对他

怀有深仇大恨的旧时代洋洋得意的喧叫和仇恨”。伏尔泰所受的极端毁誉，正好反衬出他

与黑暗的势不两立，他对世人的启蒙功勋。其他如“伏尔泰战胜了敌人”，“他战胜了古

老的法典、陈旧的教条。他战胜了封建的君主、中世纪式的法官、罗马天主教式的神甫。

他把人的尊严赋予黎民百姓。”这些都证明伏尔泰在思想启蒙上的杰出贡献。 

除从观点和材料方面探讨外，还要从作者流露的情感上领会。 

雨果这篇演说激情澎湃，洋溢着对伏尔泰景仰赞颂之情，同时展现作者作为人道主

义斗士的形象。 

议问题 

1、“伏尔泰不仅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世纪。他行使一个职能，他完成一项使命。”这

句话应如何理解？ 

明确：“一个世纪”指他所处的那个风云变幻的法国 18 世纪，见证了这个伟大人物。

伏尔泰的行使的职能和使命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他战斗过，他得胜了。这句话

高度评价了伏尔泰是思想领袖、时代巨人。 

2、伏尔泰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武器是什么？如何理解伏尔泰为人类文明所作的贡

献？ 

明确：伏尔泰用“笔”作武器。这轻如风，猛如电的“笔”实际是指伏尔泰著书立

说，从事文学创作。 

伏尔泰对人类的贡献可归纳为两大部分：一是通过著书立说和文学创作，进行思想

启蒙，“培良良知，教化人类”；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为那个时代的弱

势人群争取人权，勇敢斗争。 

3、伏尔泰的微笑表现了他哪三个方面的特点？作者为什么要突出谈到伏尔泰的微

笑？ 

明确：对权贵和压迫者的嘲笑，表现了他面对敌人不屈不挠、坚定不移的优秀品质；

对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微笑，表现他善良、仁慈、博爱的宽广胸怀；微笑体现了伏尔泰讽

刺幽默的战斗风格。 

作者突出谈到伏尔泰的微笑，着重体现了伏尔泰的非凡人格，表现出不权勇于战斗，

同时善于战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4、“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墓里出来。”这句话如何理解？ 

明确：这句话表现出与黑暗专制势不两立、斗争到底的决心和信念，同时也暗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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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于坟墓中的伏尔泰，也曾经催生出的“称明曙光”，无论怎样被黑暗湮没，但最终将

在人类历史大放异彩。 

 

[特色鉴通] 

本文是演讲辞中的极品，永葆艺术的光辉，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1、富于诗化的格言。 

雨果在篇演讲中很好地展现了浪漫主义的语言风格，洋溢浓郁诗情。在语言表达上，

充分体现了对比鲜明、文采飞扬、比喻生动、演染夸张等特点。例如，“他的摇篮映照着

王朝盛世的余晖，他的灵柩投射着大深渊最初的微光。”“他受到诅咒、受到祝福走了：

受到过去的诅咒，受到未来的祝福。先生们，这是荣誉的两种美好的形式。”伏尔泰的微

笑，“蕴涵有哲理的忧伤”，又“含有黎明的曙光”，“既然黑夜出自王座，就让光明从坟

墓里出来！”这些句子饱蘸激情，又含意隽永。 

2、跌宕起伏，挥洒自如。 

作者大笔如椽，挥洒自如，大开大合，跌宕起伏。从历史写到现实，从伏尔泰的思

想写到他的人格，从伏尔泰思想启蒙写到现实关怀，从伏尔泰写到伏尔泰所处的时代乃

至整个人类思想发展史。文章气势恢宏，而又浑然一体。 

3、口语性强，体现了现场感和交流感。 

本文是一篇演讲辞，口语性强，体现了讲话时的现场感和交流。 

用短句、问句和排偶句增加口语色彩。如，“微笑，就是伏尔泰。”“够了！够了！暴

君们。啊！野蛮还在，好吧，让哲学抗议。刀剑猖狂，让文明愤然而起。”“宗教是什么？

是不宽容。”“这是一场战争，是思想反对物质的战争，理智反对偏见的战争，正义反对

非正义的战争，被压迫反对压迫者的战争，是仁慈的战争，温柔的战争。”等等。 

注意和现场交流。如，提示听众：“各位先生，”“先生们”，“我再说一遍”，这些提

示，目中有听众，引起思想情感上的共鸣。 

[能力练通] 

一、语言训练 

1、下列加点的字注音错误的一项是（ ） 

A、睿智（rïng）灵柩（jiù） 

B、诅咒（zǔ） 凌驾（líng） 

C、陨落（yǔn）仁慈（cí） 

D、恪守（kè） 嬉戏（xī） 

2、下列句子没有错别字的一项是（ ） 

A、一百年前的今天，一颗巨星殒落了。 

B、他的摇篮映照王朝盛世的余辉。 

C、心灵的安详，宽厚和宽恕的精神。 

D、脑羞成怒的伏尔泰总会让位于心平气和的伏尔泰。 

3、下列句子中加点词语运用错误的一项（ ） 

A、在这次中学生作文大赛中，王强一举夺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在写作上，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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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登峰造极。 

B、作为一名公务员，最要紧的一点是恪尽职守。 

C、在张大爷弥留之际，他的儿子终于回家了。 

D、这位长者深邃而睿智的目光，洞悉了其中的奥妙。 

4、对下面这句话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 

“他受到诅咒、受到祝福地走了；受到过去的诅咒，受到未来的祝福。先生们，这

是荣誉的两种美好形式。” 

A、“过去”象征着黑暗与邪恶，“未来”意味着正义与光明。伏尔泰受到“过去”的

诅咒与“未来”的祝福，正反衬出他与黑暗的势不两立，他对世人的启蒙硕勋。 

B、“过去”对他诅咒，是人们不理解他；“未来”对他祝福，说明直到后来人们才发

现了他的价值。 

C、这句话运用对比象征的手法，是本文语言诗化的一个典型例证。 

5、仿照例句句式，另选一个话题，写一个句子。 

例句：他以微笑战胜暴力，以嘲笑战胜专制，以讥讽战胜宗教的自以为是，以坚毅

战胜顽固，以真理战胜愚昧。 

二、语段训练 

阅读语段，回答问题 

〈一〉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讲（节选） 

我刚才用两个字，微笑，我说一下。微笑，就是伏尔泰。 

各位先生，我们要这样说，因为，平静是这位哲学家伟大的一面，平澎的心态在伏

尔泰身上最终总会重新确立。不信纸他正义的愤怒多大，总会过去，恼羞成怒的伏尔泰

总会让位于心平气和的伏尔泰。于是，从这深邃的双目里露出了微笑。 

这是睿智的微笑。这微笑，我再说一遍，就是伏尔泰。这微笑有时变成放声大笑，

但是，其中蕴涵有哲理的忧伤。对于强者，他是嘲笑者；对于弱者，他是安抚者。他使

压迫者安，使被压迫者安心。以嘲笑对付权贵；以怜悯安抚百姓。啊！我们应为这微笑

感动。这微笑里含有黎明的曙光。它照亮真理，正义，仁慈和诚实。它把迷信的内部照

得透亮，这样的丑恶看看是有好处的，它让丑恶显示出来。它有光，有催生的能力。新

的社会、平等、让步的欲望和这叫做宽容的博爱的开始，相互的善意，给人以相称的权

利，承认理智是最高的准则，取消偏见和成见，心灵的安详，宽厚和宽恕的精神，和谐、

和平，这些都是从这伟大的微笑中出来的。 

1、概括这段文字的大意。 

2、作者说，“这微笑，就是伏尔泰”应如何理解？ 

3、为什么说伏尔泰的微笑既是“睿智的”又是“伟大的”？结合课文予以解释？ 

4、你能从这段文字中看得出伏尔泰的思想吗？如能，试看把他写出来。 

5、文中画线的部分是单句还是复句？请作简要分析。 

6、“我们应为这微笑感动。这微笑里含有黎明的曙光。”这句话有什么深刻含义？ 

7、节选这段文字从语言看有何特点？  

《纪念伏尔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讲》[能力练通]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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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A2、C4、B5、略 

二、（一）1、突出写伏尔泰“睿智的微笑”，歌颂他伟大的人格。2、表现他伟大的

另一面，平静与雍容，超凡与深刻，体现他人性的光辉与人格的魅力，是他的本质。3、

这微笑里含有黎明的曙光，微笑有催生的力量。4、平等、博爱、人权、理性准则。5、

单句。“这”字前面是一个联合短语，和“这”构成复指，作主语。6、因为从这“微笑”

中可以看出伏尔泰的度量、睿智，是伏尔泰的思想给人们带来光明和战胜黑暗的勇气。7、

充分体现了诗化的语言，比喻和象征的运用，灵活多变的句式，浓郁的抒情色彩，激情

洋溢，文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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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家书两则》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1.掌握书信格式  

2．理解傅雷所说的"坚强"的含义，认识到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回顾历史、理智地对

待成功并继续奋斗，才是真正的"坚强"。  

3．体会信中讲述道理和抒发感情的两种方式。  

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  

1．第一课时前，阅读《傅雷家书》，了解傅聪所写信的内容，并对傅雷有整体的了

解。布置预习作业，能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并准备一封自己的或记忆深刻的书信。  

2．第二课时前，了解傅雷的艺术观，准备傅聪弹奏的钢琴曲磁带，阅读《傅雷之死》。  

学生准备  

1．第一课时前，完成预习作业。查找傅雷、傅聪父子的资料，有条件可以欣赏傅聪

的钢琴曲磁带。  

2．第二课时前，熟读课文，思考父母与子女之间是否可以成为朋友。  

重点难点：  

重点:作者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难点:对于"坚强"完整而深刻地

理解。  

教学过程及内容要点：  

（一）整体把握  

这两封家书，分别写于儿子消沉苦闷和欣喜成功的时候，从两个方面表达了傅雷对

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以两种不同的风格展现了傅雷对儿子的舐犊深情，

以及对音乐艺术的真切感受。  

第一封家书，写于儿子精神消沉时，劝慰他如何面对感情的创伤，学会泰然处之；

第二封信，写在儿子取得了巨大成功、被鲜花与掌声簇拥的时候，激励他保持谦卑、不

惧孤独，勇于攀登艺术的至境。前者，如和风细雨，款款相慰；后者，则满怀欣喜，激

情洋溢。前者偏重理性，后者充满感情。但融汇、贯穿于两封信中的主旋律，都是要儿

子做一个坚强的人，无论遭受了怎样的起伏跌宕、矛盾孤独，都要保持对艺术的不懈追

求，对生活的赤子之心。  

第一封信的开始，傅雷首先宽慰儿子：不必担心父母会因为知道了孩子的精神消沉

而烦恼或不安。而且，孩子向父母诉苦，在家信中发泄，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接着告诉

儿子：人生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那么，

应该如何面对情绪上的跌宕呢？首先，应该对这一切泰然处之，尽量让心理保持平衡，

不至于受伤。“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他还用“太

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的比喻，说明控制情绪的必要。

其次，“慢慢”“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情”，即冷静、客观地分析前因后果，吸

取教训，引为借鉴。“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

被回忆侵蚀”，从而越来越坚强。对于感情的创作，要“当做心灵的灰烬看”，就“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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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古战场一般的存着凭吊的心怀”。凭吊古战场时，烈火硝烟散尽，只余断壁残垣，金戈

铁马、血肉厮杀都已被岁月的黄沙掩埋。这时候，即使亲历过战斗的人，纵有万千感慨，

也不会再像当初那样身不由己、欲死欲活。这个比喻，十分真切地表达出所有“过来人”

回首“过来事”的心情——苍凉而平静，沉郁而超然。  

第二封信，起因于傅聪在音乐会上的历功演出。孩子的成功总是父母最大的幸福与

骄傲，但傅雷与其他父母不同的是，他的幸福与激动还来自于艺术的成功、祖国的光荣。

“世界上最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艺术”，“我们也因为你替祖国增光而快乐！

更因为你能借音乐而使多少人欢笑而快乐！”作为父亲的傅雷，毫不矜持地对儿子表达了

他异常激动的心情：“我们真是心都要跳出来了！”  

若是一般的父母，也许仅止于此了，而傅雷的伟大，就在于他借助儿子的成功之机，

给予了他更多的艺术砥砺，向他昭示出更高的人生境界。他首先赞许儿子：“多少过分的

谀词与夸奖，都没有使你丧失自知之明，众人的掌声、拥抱，名流的赞美，都没有减少

你对艺术的谦卑！”而这，正是“坚强的最好的证据”。如果说，上一封信是要儿子在消

沉时保持坚强，那么，这里所说的成功时“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更是坚强的表现。只

有做到了坚强，才能永远不怕孤独。傅雷对“坚强”含义的理解，浸透了人生的感悟，

十分耐人寻味。“坚强”的最高境界，乃是保持一颗纯洁的“赤子之心”。因为“赤子便

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这可以说已经

是人生至境了！  

接下来，傅雷奔放的思绪又从艺术飞到了中国的“黎明”。他从傅聪如流水般的演奏

风格中，想到了克里斯朵夫，进而想到了新中国的“复旦”，想到了滔滔不竭的中华文明。

他激励儿子，被这般伟大的文明之河哺育过的艺术家，“应该有气冲斗牛的表现才对”，

洋溢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对中华文化的信心。  

书信最后，傅雷再次回到了情绪的“矛盾与快乐”问题。第一封信里，他曾说人生

必定充满了情绪上的起伏跌宕，惟有庸碌的和超然的人才不会浮沉；这一次，他又强调

“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从而鼓励儿子，要勇敢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在不断解

决矛盾的过程中趋向“完美”，让“完美”的地平线永远激励着我们向前进。  

（二）问题研究  

1. 对于"坚强"，应怎样完整而深刻地理解？  

这是本文的一个难点，也是贯穿两封信的内在精神。傅雷对儿子说：“只要你能坚强，

我就一辈子放了心！”可见坚强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坚强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不怕

失败，不怕挫折，不怕打击——不管是人事上的，生活上的，技术上的，学习上的——

打击”，“即使孤独也不怕”（见第二封信），并且“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

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对于感情的创伤，要“当做心灵的灰烬看”（见

第一封信）。二是“不为胜利冲昏了头脑”，永远保持“对艺术的谦卑”。这两方面合起来，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就是宠辱不惊，得失泰然。第一封信里所讲的

“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第二封

信所说的不怕矛盾，相信“有矛盾正是生机蓬勃的明证”。也都是这个道理。  

但“坚强”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还在于葆有一颗“赤子之心”。“赤子便是不知道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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