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生命的思考教案(精选10篇)
作为一名专为他人授业解惑的人民教师，就有可能用到教案，
编写教案助于积累教学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的教
案都具备一些什么特点呢？又该怎么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
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教案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一

生命的思考

看了《天鹅湖》的芭蕾舞蹈之后，我更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
的存在，生命的意义。

那优美的舞资，轻盈的每个动作，都向我们展示王子与公主
的哀怨情愁。旋律扣人心弦，总在慢慢地激荡每个人的心田。
一切一切的外在烦恼，忧愁随之抛开，心灵暂时得到了宁静，
只有那对翩翩起舞的公主王子占据了我的心田。这，是否就
是我失去的东西？这，是否就是我一直都在寻找的东西？身
体也有语言，而他们，是这样来展示自己的生命，展示生命
的.热情，生命的力量！我们不应只看到公主与王子的悲哀，
伤感。舞蹈的真谛不仅仅于此，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舞蹈
与音乐是没有国界的。而音乐，给人的感悟更深。

旋转！旋转！旋转！转出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有太多东西，
是值得思考的。有时候，形体的语言往往不能表达出她的内
涵所在。无言的舞动，用四肢诉说一切，生命，就更能被发
挥的淋漓尽致。

生命的思考

花开花谢，潮涨潮落，世人的眼光随花飘飞，随波飞扬，生
命的光辉因此也被折射得神奇而又悲壮。



人初生的无知，少年的纯真，青年的朝气，中年的稳重，老
年的愤世嫉俗都表现在生命的过程中。生命是母亲的慈爱，
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一切感情的集合
体。长河衬落日，青松立峭壁，万里平沙落秋雁，三月阳春
和白雪，宝刀快马，金貂美酒都是生命画卷中的一部分。只
不过，有些人的生命画是素描，有些人的是水墨画，有些人
的则是水粉画，还有一些人的是油画……也许生命就是如此
多彩。

走在生命的长廊上，有的人把自己当作游客，四处观光；有
的人把自己当作路人，埋头前进；有的人把自己当作上宾，
只是欣赏一侧的景致，假装很有兴趣；而有一部分人则把自
己当作主人，精心设计人生中的景物。人不同，心不同，看
到的景致也不同，对于生命的理解自然就有所差异。

开花容易，结果难，同样，我们获得生命轻松，并不代表生
命过程也熠熠闪光。冬去春至，树上开满了艳丽的花朵，放
眼望去姹紫嫣红，令人心旷神怡；但在万花竞相开放的背后
却隐藏着凋零，送夏迎秋，一棵树上只挂了不多的果实。静
心思索，优胜劣汰让人心惊。开花的不一定都结果，结的果
不一定都是甜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活着的不一定都是
成功的，成功的也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开花、结果是自然
规律，但如果没有蜜蜂采花粉，一切都是徒然；活着的人如
果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生命的价值也不能得以实现。

然而，一切的结果都源于生命自身的成长。石缝中可以创造
生命，小草破岩而出；峭壁上能够屹立奇迹，青松挺拔而立；
逆境同样可以造就英才。其实，生命就像是岸边的岩石，原
本有棱有角的它们在经历了海浪无数次的拍打侵蚀之后变得
平滑，光亮。当我们惊叹海之壮阔、天之高远、路之漫长时，
我们便能洞察一切了。

有时我们需要把自己当成自己去激发生命的火花，有时我们
则要把自己当作别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但不论从哪



个角度思考，我们都会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测度生命的行程。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我要说：“生命除
了奋斗别无所求！”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二

席慕蓉说：“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们都是过河的人。
”在这过河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过于在乎寿命的长短，但是
我们应该重视生命的高度。在人生路上，把思考和行动结合
起来，可以提升生命的高度。

用思考提升生命的高度，可以使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帕斯
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不断思考，孜孜以求，
精神世界富足了，生命才会更有价值。米兰·昆德拉一针见
血地指出：“现代人的傻，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傻，而是对既
成思想的不思考。”思考帮助我们突破时间的局限，在有限
的时间里创造无限的价值。思考可以提升生命的高度，增加
生命的深度，从而让生命更加精彩。

沧桑岁月，见证了中国人的思考：屈子行吟泽畔，九死不悔，
在民生多艰的时代上下求索，引领万古风骚；漫漫长夜里，
鲁迅静静思考，踽踽独行，他椎心泣血地呐喊着“寄意寒星
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活了五十五岁，从时间上
来说，不算太长，但是鲁迅在有限的生命中拓展了无限的空
间，他对当时中国的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创作了大量的
作品，他和他塑造的典型文学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坚
定地迈向远方，批判自我，反思过往，巴金以真情说真话，
在思想上“做一个战士”，向虚妄与浮夸发出挑战。正是无
数像他们一样苦苦思索的先哲们，在人生路上奔跑，拆下肋
骨当火把，照亮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

用思考提升生命的高度，需要将既成的思考付诸行动。把诺
言落到实处，把领悟交付实践，在实践中检验思考的不足，



在实践中驶向梦想的彼岸。

当前，多少人在网络平台上大发议论，只会说，却不去做。
浮躁的暗流在涌动着。这些人不能提升生命的高度，他们没
有将思考付诸行动，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不了多远。然而跳出
时代的逆流，我们发现中国从不缺乏实践的巨人。我们有坚
持做好事的郭明义，有为国呕心沥血、倾尽一生的林俊德，
有接住坠楼儿童的吴菊萍……他们是言的楷模，他们是行的
高标。他们在人生路上奔跑，用正义的力量，向社会传递着
正能量，让阳光照亮每个角落。他们用他们的思考、他们的
实践大大提升了自己生命的高度。

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更要肩负起历史的使命，深化改
革，加速转型，在国际舞台上尽显大国风范。前方，伟大
的“中国梦”在引领着我们，为之奋斗，为之拼搏！只有这
样，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得更远，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强大。

人生是什么？有人说：“人生就是不停地战斗！”在人生路
上奔跑，用思考和行动提升生命的高度，让我们不断地思索，
不停地战斗，在思考与实践的交汇处，让生命永放光芒！

评点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三

对生命的思考

最近，我们读完了《马提与祖父》，读完了这本书，令我深
有感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马提在想和祖父出去散步，最后祖父变得
越来越小，结果祖父让马提把自己吸进身体里。

听妈妈讲述过：在我两岁的时候，病魔就夺走了姥爷的生命。



我的姥爷喜欢抽烟，有时候就连抱我时也会忍不住要抽拫烟，
抽着抽着不时的吐出烟圈吹上去，让我去抓。姥爷非常的疼
爱我，每次去姥姥家姥爷就会给做好吃的，抱我出去玩，给
我买我喜欢的东西，我小时候用的东西，姥爷总是给我买最
好的。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召集了自己的亲戚来参加我的生
日，在吃蛋糕的时候，他还弄了一些奶油涂在我的脸上，我
也跟着他学，把奶油弄在了他的脸上。听到了我的妈妈这么
一说，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过了一段时间，***同学来到了我们的家。后来妈妈和她的同
学芬芬阿姨看起了我们家的照片，看着看着翻出了一张照片，
上面是姥爷在往我脸上弄奶油的情景。我看到了这张照片，
赶紧拿了起来，跑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嚎啕大哭，当妈妈发现
我时我的眼睛都哭红了，第二天，我起来一看，眼睛却哭肿
了。

从这件事，让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的亲人不
会真的'死去，他而是会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生命的思索

有人说：“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与是否辉煌，但求为他人所服
务，能让自己无怨无悔。”是这样吗?我默默的想着，生命的
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不停在思索，也在不停的探究。

有一天，我看见了一幕有趣的景象。一只小松鼠受伤掉在地
上，几只松鼠飞奔而来。它们全然不顾步步靠近的我，以自
己那绵薄之力为受伤的同伴服务。我被震撼了，为了别人竟
不顾危险，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看着渐渐远去的松鼠，我低
头默默思索。

回到家，我躺在床上，仍回亿着刚刚的事。忽然，我爬了起
来，我朦胧意识到生命的意义，我再也做不住了，生命是有
限的，我不能再浪费生命了。我得做些什么......



在过去与未来中站着的我，仿佛已领会到生命肤浅的一层，
我仍在默默思索......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四

生命，是一个令人思考的话题。

在生命开始的时候，上天对每个人就都下了命令。所以每个
人都是应该好好的活着。不要去追问生命的长与短，好与坏，
贫与富，这些知识虚幼的东西，要先去追问的是你在生命开
始到终结这中间的时光你是否去努力过，你是否真的问心无
愧。这才是你真正的生命！体味人生，珍爱生命。

生命，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有人曾经说过，不要去浪费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只有只有三
万六千五百天，日子快如流水，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多
一点，还有将近四分之三的日子。那四分之一有些人过的很
珍惜，可是有些人过的却极度的浪费。

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
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这样，才能安度晚年。

“生命”是个意味深长的词，值得我们去思考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五

花开花谢，潮涨潮落，世人的眼光随花飘飞，随波飞扬，生
命的光辉因此也被折射得神奇而又悲壮。

人初生的无知，少年的纯真，青年的朝气，中年的稳重，老
年的愤世嫉俗都表现在生命的过程中。生命是母亲的慈爱，
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一切感情的集合



体。长河衬落日，青松立峭壁，万里平沙落秋雁，三月阳春
和白雪，宝刀快马，金貂美酒都是生命画卷中的一部分。只
不过，有些人的生命画是素描，有些人的是水墨画，有些人
的则是水粉画，还有一些人的是油画……也许生命就是如此
多彩。

走在生命的长廊上，有的人把自己当作游客，四处观光;有的
人把自己当作路人，埋头前进;有的人把自己当作上宾，只是
欣赏一侧的景致，假装很有兴趣;而有一部分人则把自己当作
主人，精心设计人生中的景物。人不同，心不同，看到的景
致也不同，对于生命的理解自然就有所差异。

开花容易，结果难，同样，大家获得生命轻松，并不代表生
命过程也熠熠闪光。冬去春至，树上开满了艳丽的花朵，放
眼望去姹紫嫣红，令人心旷神怡;但在万花竞相开放的背后却
隐藏着凋零，送夏迎秋，一棵树上只挂了不多的果实。静心
思索，优胜劣汰让人心惊。开花的不一定都结果，结的果不
一定都是甜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活着的不一定都是成功
的，成功的也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开花、结果是自然规律，
但如果没有蜜蜂采花粉，一切都是徒然;活着的人如果得不到
社会的认可，生命的价值也不能得以实现。

然而，一切的结果都源于生命自身的成长。石缝中可以创造
生命，小草破岩而出;峭壁上能够屹立奇迹，青松挺拔而立;
逆境同样可以造就英才。其实，生命就像是岸边的岩石，原
本有棱有角的它们在经历了海浪无数次的拍打侵蚀之后变得
平滑，光亮。当大家惊叹海之壮阔、天之高远、路之漫长时，
大家便能洞察一切了。

有时大家需要把自己当成自己去激发生命的火花，有时大家
则要把自己当作别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但不论从哪
个角度思考，大家都会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测度生命的行程。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我要说：“生命除



了奋斗别无所求!”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六

摘要：作为诗人叶世斌的诗集，《在途中》从题目本身上说
就带有一种寻找意识和生命状态。在结合诗人的创作历程和
心路历程之后，本文主要选取了“自觉融入命运的状
态”、“存在的困惑”、“感受生命的最终指向”以及最终
的理性提升，共4个主要方面来阐释这种状态。而由此透射出对
“生命的思索”，则正是行走在途中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叶世斌；《在途中》；生命的意义

故居的石阶次第坐落

苍老而凄凉。我远道而来

坐在台阶上，像一个

伤逝的情人。拂去灰尘

青苔和暮色，我看到了石阶

岁月的真相。那时候我们

多么年轻，贫穷和骄傲

早上出门，晚上关窗

阳光和雨水把石阶和我们的

鞋印一天天擦亮。事实上



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

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

我们可以猜想的是：叶世斌“在途中”的出发点是“故乡的
石阶”，而他的走向是何方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历
程，或者至少是思索生命的所得！

手执火把的人头上长着烟

那火焰仿佛他的另一张

面孔。手执火把的人与火焰

连成一体，在路口飘动

远远看去，像一只夸张

胆怯的萤火。手执火把的人

深入夜晚，就像一颗

被活埋的种子，明白的种子

他无法照亮夜晚，只能

照见黑暗，一种事实的

诡谲和深度。手执火把的人

被火光送到很远以外的地方

无处藏身。他小心翼翼

把处境和行踪交代的



清清楚楚……

这里，叶世斌显然是将“火把”、“执火把的人”合二为一，
他强调“高处”与“光明”的意义，并进而将后者超越前者，
然而，光明和火焰总是令人无处藏身的，所以，“手执火
把”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意味着被“火光腐蚀”，以及风给
他火势的同时，他可能“忽然被吹熄，或被火卷走”。

离秋天越来越远？他在

持续的大风中穿起灰尘

湖边的草丛抹去他的来路

那个人是我。或者不是

他站在二十年前的秋天

湖水般清高，秋草般

清瘦，被他站得那么

深的凉意呵！他至今在我

那个缥缈的位置上站着

使我觉得，似乎生活在别处

“那个人”是我，然而，“那个人”又可能不是我，在这种
亦真亦幻的迷离场景中，“那个人”迎着秋意，仿佛进入了
苏轼笔下的“高处不胜寒”的意境，他与我形成一种对位结
构，让我时刻觉得，自己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感受，让叶世斌在不断吟唱生命
之歌的同时，不免在追寻的过程中，会常常陷入到一种“困



惑”——当然，正如萨特所言的“唯有存在才能自我虚无
化”，“人的是在分泌出一种使自己独立出来的虚无，对于
这种可能性，笛卡尔继斯多葛派之后，把它称作自由。但是
自由在这里只是一个词。”[1]显然，萨特所言的虚无状态只
有因为存在成为一种实体的时候才能体现，然而，存在
的“实体”是什么？如果没有生命的高远理想和不断攀升，
虚无的感受也许对任何一个人都只是一句“虚无的言语”了。

这时候，诗歌里高涨的

蛙声，使春天的堤坝危险

远远看去，拱形桥的一只翅膀

似乎带着河流和大地在飞

它把月光和水鸟的爱情弯曲

把时间固执地连接和传递

像那些远来的故事

……四十年前

父亲的写字踩痛一个女人的

心思。她被一阵脚汗迷醉

时至今日，我把自己

像布和灯光一样复叠起来

让母亲一针针地扎。似乎

这是必须借助的穿透。死去的



父亲和我，正陷在途中

显然，叶世斌深刻感受到了自己将和父亲一样的命运，在途
中的生命让他感慨万千——这时，虽然情感使诗歌高涨，但
是，这是“固执”同时也是强行连接时间和故事情节的结果：
无论对于活着还是已逝的人来说，这种故事都成为一种宿命，
它对于个体来说无疑是平等的，而正因为如此，生命才会令
人常常在阅读中心灵得到震颤。

历史和未来，所有的事物

被雾裹着。一部分文字

拂去雾，把我们带进

更深的雾里。我们的思想

被雾围困，目光敏锐而收缩

我们的河流生长着雾

然后用一生拨开雾，企图

看清自己。我们因为看不清

雾里的自己而美丽——《我们因为看不清自己而美丽》

在努力“看清”与“看不清”的矛盾状态中，叶世斌显然陷
入了“途中”的围困，然而，“雾”究竟是什么？是环绕一
生的`障碍，还是始终无法摆脱的梦魇，它“像一种情感，把
我们变得神秘”，而即使使用了一只“白头翁”的意象，这
也必将成为一个终生值得思索的问题。

那么，感受生命的最终目的指向将是什么？叶世斌一边在途
中行走，一面矢志不渝的思索着生命的意义，并在不断走向



形而上的意识中，以意象的隐喻和象征体验生命的过程。在
这个愉悦同时又必然要常常陷入苦闷的双向路径上，叶世斌
的思索也同样在内化与外化的过程中，走向真正的自我。

如果说《坐在院子里的女人》以及《穿红色皮肤和阳光的女
人》等，更多是通过一种宁静的状态，或者就是借助“女
人”来礼赞生命，因为那个“在红旗袍里走着的女人/像一束
更红的光亮隔住/阳光。像一束更重的光亮//加深阳光。那个
女人/她在红旗袍里走着像阳光/流着血。像给阳光输着血”的
“女人”，无论是由于旗袍的颜色，还是阳光的颜色，她的
美与可以提供给阳光的血的颜色，并不是作者通过词语强加
给她的，她一边行走，以“红色的皮肤”（旗袍），也许正
是每一个平凡、美丽、年轻女人可以提供给世界的生命气息。

显然，叶世斌没有将对生命的思索停留在简单的身体意象上，
在《流云》中，所谓的

天空回到它的本义

还有什么比流云更缺乏根据

这悲壮的一刻不停的流云呵

匆促的无可挽回的流云

不是一场风鞭子似的

跟在它的后面，而是隐藏在

天空深处的虚无，那永恒的

虚无驱赶着它们！已来的

未来的都将带着我们的



泪光，赶向虚无

成千上万的假肢，真实着

我们成千上万的丧失

它们是如何折断在这里

伤害着我们和被我们伤害的

到底是谁？我不小心碰到

一支胳膊，也许它就是

我砍掉的那一支。我的胳膊

走过了一阵疼痛和颤栗

这是假肢工厂，是我们

唯一可能的方式。我们总是

凭借这样的方式，把我们

损失的部分完整地找回——《假肢工厂》

就成为一种命定的过程，它可以让一切虚无化，同时，也可
以在不断赋予实体意象的过程中融入诗人切身的感受，
而“关在冰雪里的竹子呵/被困厄镇定着的竹子/我的生态被
封闭暗藏空虚/我的空虚被封存暗中呼吸”(《这是我被一种
命运扼制》)正是以“自我意象化”的方式将这种感受表达出
来。

即使《避进深山》可以以题目的形式，表达一种姿态，但作
者的叙述“他渺小到不见踪影，逃避了/一次捕辑。我担心的



是他自己/他的脚步正发出移动/山体的声音：他的手正像/树
木一样伸出：他的愤怒/正像远处的灯火对自己公开”，却赋
予了作品主人公“他”并非进行了灵魂上的遁逃。也许，从
《门神》集到眼前的《在途中》集，已然决定了在当代，很
少有人能够像叶世斌那样，执着于对生命以及如何构成生命
的思考，而这，必然使其作品在最终走向一种哲性思维。

事实上，在途中的叶世斌从未忽视身边的一切，他的作品从
不缺乏社会的真实感：在《这个世界被疯狂的生机颠覆》的
汪洋绿色中，叶世斌的“面对这番壮观大景/我一边淹没其
中/一边在局外叹唱”，绝非是一种简单的置身事外，他明显
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但他的灵魂却又使他在思索的过程
中攀升到另一层面；于是，他一面感受到《现代物质温暖和
照耀着我们》，一面又感慨或者说不得不感慨《速度是最残
忍和可怕的事情》，而在时间流逝的速度中，“旋律的迅速
收缩”确实常常让我们“在一种迅速的推动中/几乎来不及坚
守和保持”。

在纷忙之后，我回到办公桌前

看到一叠展开的稿纸

如一只安静的蝴蝶

奇怪的是，恰恰不是因为灵感

和构思，而是看到这叠稿纸

我忽然涌起一股写作的冲动

就如同并不因为爱情——《恰恰不是因为灵感》

也就成了窥视叶世斌写作视点甚至秘密的一种真实而生动的
写照。



而从诗艺的角度上讲，《在途中》除了在整体上讲究喻义和
象征之外，通过词语的碰撞与组接并进而产生奇妙的效果，
也无疑表达了叶世斌“人到中年”之后的一种成熟。即使已
经感受到“宿命”的力量，叶世斌还是通过一种“异样”的
手法表达这样感受：在《而我的命运人迹罕至》、《必须有
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这样可以相互呼应的作品之中，叶世
斌对数字的使用，比如前者的“五支流星”、“五条河流”、
“五朵玫瑰”，以及普通名词及其象征性的相互运用，比如
后者“河柳”、“稻谷”、“马蹄莲”与“烟”、“天堂”、
“玄机”之间的对应，都使作品在一种自然设定的氛围中走
向了宗教的氛围。而在类似《宽容的温柔》式的作品之中，
叶世斌又并非仅仅以说理的方式，他的“美人蕉”与“美
人”之间，“宽容”与“温柔”之间组接之后的效果，正是
诗作乃至《在途中》本身可以在从容的面对宿命中走向现实
与命运的必要前提与可能。

当阅读叶世斌于《在途中》的末尾处安置《我们究竟是谁》
这一作品时，那

是谁坐在这里？在这个

茶社的黄昏，浅斟低饮

茶叶在水中呼吸活动，如一群鱼

（一棵茶树死去，像一蓬雨

停止在空中，茶叶生成

如同一批鱼死去，鱼羹生成）

那么现在，究竟是谁坐在这里

在这个黄昏的茶社品茗



究竟是谁品尝着谁——《我们究竟是谁》

那么，诗人“在途中”的“思索”就必然在迷离惝恍以至于
悲壮向前中，值得我们去珍视与反复阅读了！

参考文献：

[1]萨特。存在与虚无[m]。北京：三联出版社，52——54
页，1997年版。

[2]李钧。存在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5页，
2000年版。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七

微风无影，它只是轻轻送来一阵凉爽，然后飘远；落叶无声，
它只是默默化为一捧春泥，然后沉寂；飞雪无痕，它只是淡
淡留下一片圣洁，然后消融。自然如此，人事亦然。在人生
中，我们要无数次面对悲欢愁喜、成败得失，无论如何我们
都应保持从容淡泊的心态，这样才能拥有更高远的境界，更
深刻的人生。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在忙碌的人生中，我们这样追求
着心中的明月。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有收获，不是每一
个理想都会开花结果。成与败、得与失，我们都不得不面对，
因为人生的旅途只有勇往直前，不容犹疑，别无选择。在这
条路上，时光只是默默地、公正地流逝着，记载了我们的喜
悦与哀伤，静静地流淌，渐渐冲淡了成功时、收获时的狂喜，
也抚平了挫败时、错失时的伤痛。我们曾经以为的永恒，就
这样被时间的河水冲刷着，被时间的尘土覆盖着，慢慢褪色，
慢慢堆积。所以，面对那些随着时光淡出了视线的悲欢离合，
也许我们该多些释然。而面对今天正在上演的是是非非，我
们也该多些淡定。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时，理想的明月
触手可及，面对这样成功的喜悦与荣耀，或许我们总希望时
光能停在这一刻的辉煌，但沉溺于沾沾自喜只会阻挡进取的
步伐。人生得意时，只要将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想想浩瀚的
时空中自己作为个体的渺小，自然又会回归清醒与理智，带
着淡定从容的心态，散发着深沉含蓄的气质，走向更高远的
境界。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有时，理想的明月
会被乌云遮蔽。面对这样失意的茫然与苦闷，或许我们总希
望时光能掠过这一瞬的困窘，但懦弱地逃避问题只会错失振
作的良机。人生失意时，只需淡然一笑，相信今日的忧愁苦
闷终会被时光的溪流温柔地冲淡，也许现实不能满足“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愿望，至少也可以保持一份淡泊素
净的心情，自信地走向人生的下一站。也许看淡成败悲欢并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无疑会让我们常常保持心灵的轻盈
与清净，面对世界的纷繁，多一点从容和大气。

然而这并不是不求上进的借口。理想的明月依然皎洁，追求
的脚步不必停歇。只是从这脚步声里，我们该听出一种从容
的节奏和一种淡泊的旋律。追求从来都没有错，只是在追求
的过程中，面对那些我们不得不经历的成败得失，不再斤斤
计较、耿耿于怀，也许更加明智。我们不是要消极地等待人
生的时光平淡地流尽，只是需要时常提醒自己慢下来，淡下
来，用更开阔的眼界去丈量自己的生命。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
飞那复计东西。”做一只飞鸿吧，别再计较雪泥上的爪印是
否永恒清晰，这样才会在广阔辽远的蓝天中翱翔出最优美的
姿态。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八

花开花谢，潮涨潮落，世人的眼光随花飘飞，随波飞扬，生



命的光辉因此也被折射得神奇而又悲壮。

人初生的无知，少年的纯真，青年的朝气，中年的稳重，老
年的愤世嫉俗都表现在生命的过程中。生命是母亲的慈爱，
父亲的严厉，爱人的柔情，朋友的关切，是一切感情的集合
体。长河衬落日，青松立峭壁，万里平沙落秋雁，三月阳春
和白雪，宝刀快马，金貂美酒都是生命画卷中的一部分。只
不过，有些人的生命画是素描，有些人的是水墨画，有些人
的则是水粉画，还有一些人的是油画……也许生命就是如此
多彩。

走在生命的长廊上，有的人把自己当作游客，四处观光;有的
人把自己当作路人，埋头前进;有的人把自己当作上宾，只是
欣赏一侧的景致，假装很有兴趣;而有一部分人则把自己当作
主人，精心设计人生中的景物。人不同，心不同，看到的景
致也不同，对于生命的理解自然就有所差异。

开花容易，结果难，同样，我们获得生命轻松，并不代表生
命过程也熠熠闪光。冬去春至，树上开满了艳丽的花朵，放
眼望去姹紫嫣红，令人心旷神怡;但在万花竞相开放的背后却
隐藏着凋零，送夏迎秋，一棵树上只挂了不多的果实。静心
思索，优胜劣汰让人心惊。开花的不一定都结果，结的果不
一定都是甜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活着的不一定都是成功
的，成功的也不一定都是有价值的。开花、结果是自然规律，
但如果没有蜜蜂采花粉，一切都是徒然;活着的人如果得不到
社会的认可，生命的价值也不能得以实现。

然而，一切的结果都源于生命自身的成长。石缝中可以创造
生命，小草破岩而出;峭壁上能够屹立奇迹，青松挺拔而立;
逆境同样可以造就英才。其实，生命就像是岸边的岩石，原
本有棱有角的它们在经历了海浪无数次的拍打侵蚀之后变得
平滑，光亮。当我们惊叹海之壮阔、天之高远、路之漫长时，
我们便能洞察一切了。



有时我们需要把自己当成自己去激发生命的火花，有时我们
则要把自己当作别人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生命。但不论从哪
个角度思考，我们都会面向遥远的地平线测度生命的行程。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我要说：“生命除
了奋斗别无所求!”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九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是啊，思考是取得成功的要
害，是点燃发明火炬的火种，是翻开桎梏的`钥匙，实正有成
绩的人，一定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智者，是一个懒于思考的能
者。

擅长念考是摸索答题的捷径。

英邦物理学野卢瑟福曾看到一个学生始终在做真验，即问讲：
“你在干什么？”“我在做名验呀，我这一终日皆在做试验。
”学生标认为他的答复会让老师满足，不料，卢瑟福却
说：“这样，你用什么时光来思考呢？”一言惊醒梦中我，
是的，只做不思的研讨，将永遥不会获得成功。只有善于思
考，作生涯的有口己，才是探索问题的捷径。

擅于思考是超出从尔的快活。

还记得《福尔摩斯探案选》中，福尔摩斯第一次取华生的会
晤就立即分辨没华生是一名往过阿富汗的医生。而后又具体
了向华生息懂得释，并沉醉于其中的乐趣之中。思考是一种
居心行动，善于思考，将会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钝乐，绽开
生命的颜色。

善于思考是走向成过的阶梯。

在牛顿的成年时期，未经构成了思考的习惯，而且专一于透



功事物的名义瞅实质。该他在花园面漫步的时候，忽然被树
上掉下去的苹果呼引，并从这件望似一般的事件中，发明了
万有引力从而走向了胜利。

善于思考，还让我的生活充斥了活力与乐趣。

还记得有一次，在始夏的一地，我追随父疏去田里启拖拉机
时我发现有很多蜻蜓在飘动：拖拉机开去北边，蜻蜓就飞到
北边；拖拉机开返南边，婉如拖拉机的尾巴，穷追不舍，我
问叔叔是何本果，叔叔表现也不晓得。我想，岂非是拖拉机
的声音吸引着蜻蜓，或是什么其它的起因，于是我开端了我
的侦察农作。首先，我又归到了私路上，察看这些拖沓机，
发现有的拖拉机后点并不蜻蜓，这让我十分的恶奇，一个个
问题像是一个个受着面纱的奼女，让人骑虎难下，却又不得
其法。合法我甜思不得其结，突然我领现，在田间有一些小
飞虫牢牢地缭绕着田草旋转，而后随着开动的拖拉机，像是
一个渎职的警察，对着罪犯贫追不舍。面对这个发现，我犹
如是在荒凉中突然发现了一片绿洲，冲动地立刻跑从前，看
着那些小飞虫不停地旋转，我不禁要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小
飞虫飞讫来，又毕竟是什么引起了蜻蜓的追逐呢？我看着那
着开动的拖拉机，突然意识到那拖拉机在开动的时候会发出
声音，从而会轰动那些小飞虫，迫使那些躲在草丛里的小飞
虫飞向天空，有的小飞虫没来得及飞伏来又被溅起来的水花
击翻在田间，有的飞起来但飞的不高，最后又掉以水里了，
而那些蜻蜓就是替了追赶那些小飞虫，由于蜻蜓最爱好的就
是吃小昆虫了。这样的发样，让我悲痛欲绝，我觉得一种前
所未有的速乐。

让思考点焚性命的火花！

生命的思考教案篇十

春节时分，彼时天色暗淡，刺厉的寒风仿佛透过玻璃，凿进
被窝，深深嵌在我的肌肤上，不由得瑟瑟发抖。果真是“屋



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上小学的妹妹看到电视
中的鱼，便大嚷大叫，求我下楼去帮她买条鱼来养。望着那
可怜巴巴而又泪汪汪的大眼睛，我叹了口气。

两旁的树木在弯腰为我送行，街道简直空无一人，只有路灯
闪闪发亮。“老板，”我颤颤地伸出正发抖的手，指了指鱼
柜，那条大而好看的鱼，“麻烦给我捞一条，我要养。”

“哦，你要养鱼啊……那我得先问一下，你的鱼缸多大？”
我不禁纳闷，鱼缸？家里根本没这种东西。况且妹妹想养鱼，
应该也不过是随性而发。想着，便向老板比了比一个一次性
杯的大小。“那抱歉，小伙子，我不能把鱼卖给你，你可能
会把它养死的。”我诧异：这家伙，难不成害怕鱼养死了，
我找他算账？便随口嚷嚷道：“没事，鱼养死了不怨你。”

“我指的不是这个，你看看，这种鱼比较大，所需要的生存
空间也比较大。你的鱼缸那么小，不适合作为它的生存环境。
养死了，你确实可以再买一条鱼来养。可是，对于那条死去
的鱼呢？一个微小的生命在你面前死去，你难道就这么眼睁
睁地看着它逝去，难道就不会感到愧疚和心疼吗？”

最后，我买了一条最便宜的鱼，斗鱼——一种几乎可以在茶
杯里生活的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