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
  图

  教
  师

                            教师事业部�

1 
 

教师招聘考试语文学科模拟卷（二） 

中学语文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字音。 

A 项，碑帖．tiè，自惭．形秽 cán。 

C 项，胆怯．qiè。 

D 项，惩．罚 chéng，寡廉鲜．耻 xiǎn。 

故本题选 B。 

2.【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字形。 

A 项，“各书己见”应改为“各抒己见”。 

B 项，“披沙捡金”应改为“披沙拣金”，“各行其事”应改为“各行其是”。 

C 项，“明则保身”应改为“明哲保身”，“牵强符会”应改为“牵强附会”。 

D 项，“飞声遐迩”应改为“蜚声遐迩”，“满腹经伦”应改为“满腹经纶”，“和舟共济”应改为“和

衷共济”。 

故本题选 A。 

3.【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不止”和“不只”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不停止或超出某个数量范围；后者是连词，相

当于“不但”“不仅”，后面要有与之相呼应的连词，如“还”等词语。句①表示现代自然科学不仅

是研究单个的事物，还要研究事物、现象的变化发展过程，研究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此处

宜用后者。 

“无坚不摧”和“坚不可摧”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非常坚固，摧毁不了；后者重在形容

力量的强大。句②重在表示“基层党组织”力量比较强大。此处宜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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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是”和“自行其是”的区别在于：前者重在表示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做法都正确，不接

受他人意见，形容主观，不虚心；后者重在表示按照各自认为对的去做，比喻各搞一套。根

据句中的“贬低别人”可知，句③的语境意义重在表示不接受他人意见。此处宜用前者。 

故本题选 B。 

4.【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使用词语（包括熟语）的能力。 

A 项，笔走龙蛇：形容书法风格洒脱，也指书法速度很快。题干语境是形容写作，属于张

冠李戴。 

B 项，侧目而视：斜着眼睛看人。形容畏惧而又愤恨的样子。题干语境是我国被洋人看不

起，属于望文生义。 

C 项，莫衷一是：形容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看法。符合题干语境。 

D 项，耳提面命：指对着耳朵告诉，表示教诲的殷勤恳切，多为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

恳切地教导。使用在老婆、老公身上不恰当，属于张冠李戴。 

故本题选 C。 

5.【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语病的辨析能力。 

B 项，句式杂糅，应是“借口……”或“以……为名”。 

C 项，不合逻辑，并列不当。“手语”不能和其他语种并列。 

D 项，成分残缺，宾语残缺，应是“建立……的制度”。应在“信用代码”后面加上“的制度”。 

故本题选 A。 

6.【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修辞手法的理解和掌握。 

A 项，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春风”比作“母亲的手”。 

B 项，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草原”比作“黄绿错综的大毡子”。 

C 项，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山峰”比作“波涛”。 

D 项，没有运用修辞手法。“像”在句子中除了做比喻词之外，还可以表示举例、比较、猜

测等。句中的“像”仅表示举例。 

故本题选 D。 

7.【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对标点符号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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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项，没有疑问的语气不用问号，故句子当中的两个问号应该改为逗号。 

C 项，一个人的话没有说完，“说”后面用逗号。故句子当中的冒号应该改为逗号。 

D 项，省略号和“等等”不能同时使用。故应该删掉省略号或者“等等”。 

故本题选 A。 

8.【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语句排序能力。 

本题为语句排序题，常用排除法。首先确定首句，通过选项得知首句可能是③或①。①

句中有指示代词“这”，故不适合为首句，排除 AD 项。④句承接③句描写古道的长度；②⑤句

承接④句从小到上描写古道周边的景象；①句总结全文。 

故本题选 C。 

9.【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对文学作品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A 项，该作品通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英子童年时的故事，

反映了作者对童年的怀念和对北京城南的思念，并没有深深的痛苦和悲哀。 

B 项，祥子 初是老实、坚韧、自尊好强、吃苦耐劳的一个下层劳动人民； 后却变成一

个自甘堕落麻木、潦倒、狡猾、好占便宜的市井无赖。选项说法过于偏颇。 

C 项，香菱在学诗过程中得到了林黛玉的悉心指点，不是薛宝钗。 

故本题选 D。 

10.【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的理解。 

C 项，选修课程的教学应突出差异性和层次性。选项中的“基础性”表述错误。 

故本题选 C。 

二、填空题 

11.【答案】一片孤城万仞山 

12.【答案】天街小雨润如酥 

13.【答案】暂凭杯酒长精神 

14.【答案】无可奈何花落去 

15.【答案】雪上空留马行处 

16.【答案】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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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答案】魔幻现实主义 

18.【答案】多余人 

19.【答案】语言建构与运用 

20.【答案】选择性必修 

三、古诗文阅读 

（一）阅读下列文言文，完成 21-25 题。 

21.【答案】C 

【解析】A 项，句意：晁错经常多次请求皇帝私下听取他的进言。数：多次。正确。 

B 项，句意：（招致）许多言语责备和怨恨，你为的是什么呢？让：责备。 

C 项，“恨”在句中是遗憾、悔恨的意思。句意：我也感到遗憾了。 

D 项，句意为：我不忍看到灾祸殃及自身。逮：及、殃及。 

故本题选 C。 

22.【答案】B 

【解析】A 项，前者“以”介词，凭借。句意：晁错凭借他的辩才被太子宠爱。后者“以”

连词，表目的，来、用来。句意：所以请求削弱他们的势力，来提高朝廷的尊严。 

B 项，“其”，都是第三人称代词，他们。前者句意：削减他们所封的土地，收回他们支系

亲属的封地。后者句意：借诛讨晁错为名，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晁错。 

C 项，前者“之”助词，的。句意：呈请（查究）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所封的土地。后者

“之”代词，这件事。句意为：晁错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情，从颍川赶来。 

D 项，前者“为”动词，认为。句意：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后者“为”动词，担任、

做官。句意为：但是认为他是个奇才，升他担任中大夫（一职）。 

故本题选 B。 

23.【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文言文断句的能力，考生在作答时注意句中一些标志性的字词，

例如“曰”，以及一些固定的句式，不能随意将其分开。这句话的意思是：太史公说：晁错在做

太子家令的时候，屡次进言奏事不被采用；后来掌握大权，多次进行不少变革。诸侯发动叛

乱的时候，不赶紧挽救国家的危局，却企图报个人的私仇，反而送了性命。 

故本题选 B。 

24.【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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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C 项，根据原文第二段“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

忍见祸逮身’。”极力劝阻的目的不仅是担心儿子，而且是整个晁氏家族的安危，也怕祸及自身。 

故本题选 C。 

25.【参考答案】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皇帝看重他，于是任命他做太子家令。晁错凭

借他的辩才被太子宠爱。那时候匈奴强大，屡次骚扰边境，皇上派兵抵御。 

参考译文： 

晁错是颍川人，凭着文学才能担任太常掌故。晁错为人严峻刚直苛刻，皇帝看重他，于

是任命他做太子家令。晁错凭借他的辩才被太子宠爱。那时候匈奴强大，屡次骚扰边境，皇

上派兵来抵御他们。晁错上书就战事发表意见，汉文帝很赏识他。后来命令有关负责官员举

荐贤良文学士，晁错在人选之中。晁错又进言议论应该削弱诸侯的事情，以及法令可以更改

制定的地方，一共上书三十篇。汉文帝虽然没有完全听从他的意见，但是认为他是个奇才，

升他为中大夫。当时，太子认为晁错的计策好，爰盎等大功臣大多不喜欢晁错。 

汉景帝即位，让晁错任内史。晁错经常多次请求皇帝私下听取他的进言，皇帝总是听取，

宠幸晁错胜过九卿，法令多由他改定。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以后），呈请（查究）诸侯的罪

过，削减他们所封的土地，收回他们支系亲属的封地。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

侯一片哗然。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

侵害剥夺诸侯利益，疏远人家骨肉之情，（招致）许多言语责备和怨恨，你为的是什么呢？”

晁错说：“本该如此。不这样做，天子不得尊崇，王室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安宁

了，可是晁家就危险了，我离开你回去了。”于是喝毒药自杀了，说“我不忍看到灾祸殃及自身”。

后来过了十几天，吴、楚七国全都造反了，名义上是说要诛杀晁错。皇上问爰盎：“如今吴、

楚谋反，依你的意见怎么办？”爰盎回答说：“这件事不值得忧虑，现在就可以解决。”皇上问

道：“怎样定计呢？”爰盎回答说：“吴、楚送来书信，说高祖皇帝的分封子弟为王各有领地，

如今贼臣晁错擅权贬谪诸侯，削夺他们的土地，因此才反叛，名义是共同向西来诛讨晁错，

恢复原有的封地也就作罢。如今谋划对策，只有斩杀晁错，派出使者赦免吴、楚七国（造反

的罪过），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那么不必动用武力就完全可以平息叛乱。”皇上沉默许久没

有说话。后来就派中尉去叫晁错，骗他乘车在街市上走。晁错穿着朝服在东市就被杀害了。 

晁错已经死了。谒者仆射邓公是校尉，担任将领攻打吴、楚叛军。回到京城，拜见皇上。

皇上问他：“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吴、楚叛乱平息了没有？”邓公说：“吴地谋反几十年了，

（这次是）发怒于削夺他们的封地，借诛讨晁错为名，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晁错。而且我担

心天下的士人将要封住嘴巴不敢再进言了！”皇上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忧虑的是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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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强大了无法控制，所以请求削弱他们的势力，来提高朝廷的尊严，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啊。

计划才实施，突然遭受杀身之祸，（这样一来）在朝廷之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在朝廷之外替

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于是景帝长长叹息，说：“你说得对。我也感到遗

憾了！” 

太史公说：晁错在做太子家令的时候，屡次进言奏事不被采用；后来掌握大权，多次进

行不少变革。诸侯发动叛乱的时候，不赶紧挽救国家的危局，却企图报个人的私仇，反而送

了性命。常言道：“变更传统，搅乱常规的人，必然灭亡。”难道还要等待晁错告诉你吗？ 

（二）阅读下面一首诗，完成 26-27 题。（6 分） 

26.【参考答案】上阙的后三句描绘了作者在夜深人静之时，独自披衣起床，见到四周静

寂、淡月朦胧的景象。借景物的描写烘托作者内心的孤寂，用平静的语气叙述不平静的思想

活动，表现了作者梦醒后的失望和徘徊，寄寓了壮志未酬的忧愤。 

【解析】本题考查诗歌中景物描写的作用。解题时需通读全诗，把握诗意，再结合题干

进行分析。本诗上阙后三句景物静寂朦胧，作者借景抒情，联系作者生平，此景更见作者内

心的孤独和凄凉。 

27.【参考答案】“阻归程”表面指山高水深，道路阻隔，难以归去。实际暗喻对赵构、秦

桧等屈辱求和、阻挠抗金斗争的投降派的不满和谴责。 

【解析】本题考查对诗歌内容的理解。解题时注意结合诗歌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的生平进

行分析。 

四、现代文阅读 

28.【参考答案】体现三幅画面之间联系的句子是：“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向我

微微地笑”“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 

【解析】细节理解题。文中的单个画面分别是：第一个是雨后的屋子里，我在墙画上看

见白衣安琪儿的微笑。第二个是五年前在一条很长的古道旁，一个孩子的笑容。第三个是十

年前，茅屋里的老妇人的微笑。找到对应文段内容，再进行对比分析就可发现三幅画面之间

联系的语句。 

29.【参考答案】文中的安琪儿的形象是穿着白衣，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微微的笑。安

琪儿就是天使，她的微笑象征着圣洁、纯真、高雅、美好，让人感到融融的暖意，是用心灵

的爱去感受、关注社会和人生的温馨。 

【解析】意象分析题。安琪儿就是天使，天使就象征了纯洁、高雅。知人论世，联系冰



华
  图

  教
  师

                            教师事业部�

7 
 

心的创作特点，她的作品中主要表现一种纯真的童心、真挚的母爱，再结合 后一段“一时融

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就可以组织答案。 

30.【参考答案】（1）安琪儿纯真的笑，主要表现初生生命所带来的希望与美好，表现了

作者对生命的珍视与热爱。 

（2）小孩的笑，富有热爱生命的青春朝气，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的喜爱和对美的追求。 

（3）老人的笑，表现了生命黄昏时期的静谧之美，以此来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期的生命

与生活都是美好的。 

（4）三者的结合，都出现在朴素的民间生活中，表现了平凡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之

美的不懈追求，体现冰心善于发现生活之美的精神品格。 

【解析】文中的“笑”主要包括：安琪儿的笑、孩子的笑、老妇人的笑。孩子、老妇人与安

琪儿三个意象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和内涵。答题时需注意分别点出三者各自不同

的内涵，再分析三者之间共同表达的主旨。本文的主旨就是对生活的热爱，体现了冰心的爱

的哲学。 

五、教学设计题 

31.【参考答案】 

课题：背影 

课型：新授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 

（1）正确读写“搀、赋闲、踌躇、蹒跚”等字词。 

（2）积累文中关于人物外貌、语言描写的佳句。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把握文章

主要内容，体会“背影”在作者心中的意义。 

（3）感受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2.过程与方法目标： 

通过反复朗读文中描写父亲的语句，以读促悟，提升语言鉴赏能力；通过小组讨论的方

式，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的方式，感受父爱。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学会感恩，在生活中懂得感恩自己的父母，体悟亲情的伟大和可贵。 

教学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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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悟文中抓住人物外貌、语言、动作特点进行描写的方式，体会父亲对儿子深沉的爱。 

教学难点： 

感受父亲对儿子的爱，理解作者记忆中对于父亲背影所具有的深刻含义。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激发兴趣 

教师引导：都说父爱如山，深邃而内敛。如山的父爱，虽不如母亲那体现于日常的吃穿

喂养牵手领步的温柔，却也用另一种方式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用山的厚实带领我们领略时

间的美好，生活的妙处。每个人都拥有父亲，也都会受到父亲的影响。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

先生也受到了父亲的关心和教诲，并且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他和父亲之间的父子亲情。今天

就让我们带着对父亲的爱走入今天的课文《背影》。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朗读课文，借助工具书自主解决生字词，扫清阅读障碍。 

2.教师检查自学结果并讲解个别生字词。如：“踌躇”指犹豫不决；停留，徘徊不前的样子。

请学生想象父亲再三嘱咐茶房后依旧不放心，在踌躇了一会儿后决定要送作者去车站的样子。 

3.回顾作者作品 

提问：本课的作者是朱自清先生，我们还学过他的哪些文章？你还知道他的哪些作品？ 

要求：学生自由发言。 

明确：以前学过他的散文名篇《春》，另外他还有其他散文代表作品《匆匆》《荷塘月

色》等。 

（三）再读课文，把握文章主要内容 

提问：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要求：学生朗读课文，小组交流讨论，请组长回答。 

明确：通过离别时对父亲“背影”的刻画，充分体现了父子情——父亲对儿子的爱和儿子对

父亲的感念。 

（四）研读课文，深入分析 

1.提问：本文几次写到“背影”？每次“背影”各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要求：请同学们用笔将原文勾画出来。 

明确：本文四次写到“背影”。 

第一次在开头，“ 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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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在浦口车站送别时，父亲去买橘子的背影。 

第三次在车门话别，望着父亲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群里”。 

第四次在结尾，“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 

2.提问：哪一次“背影”写得 具体、 感人？ 

要求：学生自由回答。 

明确：第二次。（望父买橘） 

提问：为什么要把这一次的背影写得那么详细具体呢？ 

明确： 能反映出父亲对儿子的爱。 

3.提问：阅读与这一次背影相关的段落，找出作者对这一背影描述的句子，细细品味。 

要求：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阅读。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回答。 

明确：（1）父亲的穿戴：黑、深青——穿着朴素，心情沉重（黑色给人压抑沉重的感觉，

这是一个沉重的背影！） 

（2）走路的姿势：蹒跚——年纪较大，腿脚不便（这是一个蹒跚的背影！） 

（3）爬月台动作：攀缩倾——行动不便，步履艰难（动作描写，“攀”，既写出月台的高

度，又可以想象父亲爬月台的吃力；“缩”，两脚无处可蹬，把怎样爬写得更细致；“倾”，爬上

月台虽然十分艰难，但又十分努力的样子。这是一个艰难的背影！） 

本段描写的作用：突出父亲行动的艰难，表现父亲的爱子之情。（播放影片，加深体验） 

4.提问：当时作者朱自清看到父亲的背影有什么反应？ 

要求：学生读课文，用原文回答。 

明确：这时我看到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5.提问：我们的父母都为我们买过水果，可是能够感动得流下眼泪的情况可以说是少之又

少。文中父亲的背影为什么会令儿子感动得掉下眼泪来？ 

要求：学生合作探究，小组讨论，推荐代表发言。 

明确：“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 

失去亲人，父亲的内心是悲痛的；失业、借债等境况又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忧愁。日渐苍

老的父亲，还要承担家庭的重担。在这惨淡的光景中父亲为儿子所做的一切，比平常特别是

顺境中所做的一切更加可贵。所以儿子当然会感动得多次掉下眼泪。作者截取了在不平常的

背景下“父亲的背影”这个精彩独特的画面，将父爱淋漓尽致得表现了出来。 

6.提问：文章中作者通过描写父亲的背影凸显出了父亲对自己的爱，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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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表现出来呢？ 

要求：请同学们快速浏览课文，找出可以表现父亲对儿子爱的语句。 

明确：（1）“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天无绝人之路！”——父亲甘愿承受家庭重负，但愿

儿子能轻松愉快的享受其天真生活。 

（2）“不要紧，他们去不好！”——父亲不放心，怕别人照顾不周到，劳碌费神，在所不

计。这表明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心。 

（3）“我买几个橘子，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对儿子的关怀体贴十分周到。 

（4）“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惦记儿子是否旅途平安，反映父亲对儿子深切的惦念

和细心的关照。 

（5）“进去吧，里边没人。”——怕儿子离开座位丢失行李，反映父亲对儿子细心的关照。 

7.提问：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中的儿子理解了父亲的关爱了吗？你能从文中找出依据

吗？ 

明确：儿子的几次流泪，泪水说明了一切，泪水表达了对父爱的理解、感激。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儿子的两次自责也表明儿子从不理解到理解、感动、思念父亲。确实，父爱子，

子爱父——父子情深也正是这篇文章所表现的中心。 

（五）巩固小结，深入理解 

1.提问：这篇课文中，作者描写人物的方法有哪些？ 

要求：老师点名，让学生总结。 

明确：这篇课文中，作者运用了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外貌描写等手法来描写父亲。 

2.过渡：你也一定被你的父母深深的感动过，也许是一次送别，也许是一次谈话，也许是

一份特殊的礼物，也许是责骂，也许是…… 

提问：请你叙述一次 让你感动的事，与大家一起分享。 

要求：学生自由讨论，由教师点名，让学生进行分享并评析。 

（六）实际演练，分层作业 

1.积累一些关于亲情的小故事，跟同学分享。 

2.摘抄课文中 受触动的语句。 

3.请同学们回到家中，不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父母、亲人表示理解、感恩，比如给父

母捶捶背，揉揉肩，刷刷筷子，洗洗碗…… 

板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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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案例分析题 

32.【参考答案】 

①该教师尊重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案例中，教

师选出 喜欢的段落品一品，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看法，教师都尊重了他们的感受。 

②该教师非常重视朗读，而且是“有感情地朗读”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抓住一个“嘿”字，

引导学生进行朗读体会，读出自己对作品情感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在朗读中通过品味语言，

体会作者及作品中的情感态度。 

③该教师尊重了学生的主体性。学生是语文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

导者。案例中，教师作为一个引导者，重视启发式教学，请学生说出自己品味文章语言后的

感受，鼓励自由表达，课堂氛围活跃，体现了“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 

④该教师注重引导学生品味文章语言。《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指出：

精读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感受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理解欣赏作品的语言表达，把握作

品的内涵。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把握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换词、调换顺序等方法，引导

学生品味文章“有生活气息，京味十足”的语言特点，加深了学生对文章内涵的理解与把握。 

七、作文 

33.【解析】 

阅读材料可知，重点内容在莫言的 后一句话：“母亲的艰苦经历，就是我走向成功的不

竭动力。”通过这句话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为这种苦难经历促进了莫言的成长，也可以理解母

亲的苦难给了莫言莫大的责任感，激励他成功。总之，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成

功，而他的成功离不开这段经历。写作时可围绕苦难的价值和意义展开。 

【参考范文】 

苦难，何尝不是一种财富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人间的绝唱。”这是我喜欢的泰戈尔的一句话，它让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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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在寒冷之后才更温暖，阳光在黑暗之后才更灿烂，花草在风雨之后才更加富有生机！苦

难不足畏惧，苦难是必经的过程，正视苦难，苦难就是一笔可贵的财富。 

人生的路途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风雨、挫折、苦难在所难免，这些虽然会令我们痛苦，

但也会使我们更加冷静地思索人生，“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冷静的思索过后，便是柳暗

花明的另一番景象。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老师”，诚然，这是一种无形的能够磨炼人的意志的

精神财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自古以来，大凡有

成就的人未尝不是如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

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

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苦难锤炼了这些志士仁人坚强的意志，于其本

人是笔人生财富，于后人，于世界何尝不是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感谢苦难。 

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啊，没有经历过重重磨砺的宝剑，怎会有

削铁如泥般的锋利？没有经历过冰雪考验的梅花，又怎会享有“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

下春”的美誉？人生亦是如此，试想，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生，又怎会创造不一样的精彩？！ 

西汉的司马迁，深受奇耻大辱，惨遭残酷刑罚，但这些都没有成为他退缩的理由，在他

的眼中，苦难不再是他的绊脚石，而是他前进的动力，于是，他耗尽了一生的精力，将自己

的血与泪倾注于史书创作，终于捧出一部堪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鸿篇巨著。倘

若没有经受这些苦痛，恐怕他的书中便少了许多动人心魄的力量。 

被誉为一代“乐圣”的贝多芬，在成为音乐家后，失去了听觉，这无疑是对一个音乐家 沉

重的打击，可能会终止他的音乐生涯，但这些苦难并没有吓倒他。他发誓“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创作出了一部部震撼人心的乐章。苦难折磨着他，却也成就了他。 

风平浪静的不是大海，而是一潭死水；阳光灿烂的天空，只是单调的美丽。作为一代青

年，苦难、挫折、错误、失败都是我们青春路上的财富，我们要做的不是逃避苦难，而是勇

敢地去经历风雨，俗话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在风雨中洗礼，在苦难中成长。苦难，

是人生一笔真正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