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手妙手俗手自拟题目与提纲 本手妙手
俗手高考励志题目(汇总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本手妙手俗手自拟题目与提纲篇一

我猜，每一个灵光乍现试图用一招妙手打破窠臼的围棋新手
都被师父揪着耳朵痛心疾首地讲：练好了本手才有妙手，否
则不过是俗手罢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可是妙手难出才
方显珍贵，也更值得珍惜。

人们习惯于用简单的逻辑掩盖复杂的生活。基础要牢固，很
对，可这并不意味着本手不牢就不出妙手。西方哲学的现象
学转向始于胡塞尔，而他在一开始是一个绝对的哲学门外汉，
教育背景完全在于数学而非哲学。被称为20世纪最难懂的哲
学家的维特根斯坦更是从未系统研究过哲学史，这对于向来
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欧陆哲学简直是天方夜谭。基础
和出彩的关系是一个偶然的概率关系，而非必然的因果关系，
如果将其奉为圭臬，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诚然，通过打下坚实的基础来求得出彩的更大可能性确实是
一条稳妥的路，在那些比较重要的领域，比如围棋的竞技比
赛，又比如今日的高考，我们必须深耕基础，以求得稳妥。
可是生活不是只有竞技，只有竞争。生活不是走钢丝，一步
都不能错，也不是下围棋，落子无悔，一招定满盘。生活本
身就是混沌，是偶然，它的意义不在于赢下某个人或者某个
目标，而是在这条路上前行的每时每刻的生命体验。起初我
们被抛于世突然降生，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意愿，也没有人能
做好万全准备，这似乎本就是一个预兆，告诉我们在波诡云



谲的不确定世界中，人唯一能建立的确定性就是接受不确定。
因果的观念和必然的意识不过是庞大混沌世界中极小的一部
分，当它们真正触碰到荒谬时会瞬间崩塌。如果把一切都寄
托在它们身上，未免太过危险。

生活是偶然的集合，这不是一件坏事。确定的事情是不需要
考虑太多的，只有偶然性才为世界赋予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可
能。张若虚孤篇压全唐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就是这样的偶然，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就是这样的偶然。有了偶然性，我们才期待惊喜，期
待天才，期待某一刻会发生超越常识和想象的伟大。多少震
撼世界的事情最初不过是一个渺小而荒谬的念头，席卷瀚海
之风起于青萍之末。

所以，如果你发现某一天自己有了一个新奇而大胆的想法，
我承认它大概率是一招俗手，但这依然值得去试试。不要被
自己的知识体系，常识，经验，他人的教导束缚，因为妙手
之妙，就在于超凡脱俗。谁知道灵感是怎么来的呢，那两个
从未照面的神经元为什么突然连接在一起?或许是五十八亿年
前，银河旋臂上的超新星爆发所喷射出的能量和物质，在经
过漫长的时空之旅后终于来到你我身边，冥冥中带来了新的
火花。如果退缩而否定它，岂不是辜负了宇宙与生命的恩赐。

常言道：妙手偶得之，既然幸有偶得，那就别辜负它。

br/>

本手妙手俗手自拟题目与提纲篇二

没有人不为柯洁与阿尔法狗的人机对决拍手称绝，但鲜有人
了解围棋运行的逻辑。欲将黑白形意玩转于股掌之间，其根
基却在每一位初学者都应烂熟于心的经典棋谱。正是从棋谱
出发，棋手下好“本手”，静水流深，静止的棋谱在对弈中
转化为得心应手的韧劲，让“本手”精进为“妙手”，最终



迸发出自然辩证与人类理性的能量；而倘若未能扎牢本手之
根基，则“妙手”难免变为“俗手”，在风平浪静中埋下深
海鱼雷。

倘若抛却黑白对弈的语境，本妙之辩则在更广阔的视域下，
昭示着行事成事的方法论。所谓“本手”，是固本夯基，是
台下苦功；所谓“妙手”，是灵光乍现，是独家首创。“求
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在“本手”的单调重复中，我们
深化对基本点的理解，抽象出独到的体悟，从而在无限的舞
台上，实践日新又新的想象，促成延绵不绝的升华。

“本手”促成“妙手”，添锦上之花，求万象更新。社会竞
争日益白热，过度内卷渐成风气，个人努力通货膨胀，固
守“本手”，难免沦于同质化的下场。纤云弄巧，绣花功夫，
乃是雕琢特色、鹤立鸡群的要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舞蹈
《祈》，发端于对华夏春秋的深刻洞察，以现代科技之“妙
手”，让历史走出深闺，延伸至更远的未来；扶贫防疫、深
化改革，千家万户的千头万绪，质量之胜在于精准，成效之
著在于巧思。“巧干能捕雄狮，蛮干难捉蟋蟀”。“妙手”能
“回春”，我们得以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先机，获
得时代之复议与延续。

把握本妙之辩，其肯綮在于把握本妙之度。然揆诸现
实，“本手”积淀的深度，与“妙手”奇思的诞生，由于偶
然性的叠加，其规律愈发难以谛听。有的人因此消解奋斗的
基本路径，有的人因此自我怀疑、“躺平任嘲”。如此，非但
“本手”不能精通，“妙手”也将堕为“俗手”，成为旁观
者嗤笑的素材。窃以为，本妙之度诚因人而异，然若起而行
之，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于日拱一卒的努力中将“本
手”之法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自当见证由静及动的质变，
规避“俗手”的荆棘丛林，揭开“妙手”神秘面纱。这诚然
是一种如堕烟海的寻寻觅觅，但也必将见证我们的精进与凯
歌。



使命在肩，永不止步。百年变局，青年启赴。把握本妙之辩，
筑牢动力之源，吾辈青年定当自信满满，接榫民族强盛的肇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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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和妙手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砖一瓦皆根基。”是啊，只
有脚踏实地，勤修本手，筑牢根基才能妙手回春。

成语故事《拔苗助长》，说的是有个人觉得自己田里的苗儿
长得太慢，于是就到田里把苗儿往上拔了一截，第二天苗儿
全死了。故事中的那个人，没有遵循植物的生长规律，一味
寻求苗儿“速长”，结果却适得其反。可书法家王羲之，恰
恰与他相反，他苦练书法，废寝忘食，因为他每次写完字都
要到一个池子里洗笔，久而久之，池水全变黑了，所以人们
就把这个池子叫做“墨池”。就这样，他锲而不舍，刻苦练
习，最终一举成名，被后人誉为“书圣”。所以，王羲之
的“墨池”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一个人要想练好基本功，
是没有“快速通道”的，必须要有坚定的恒心和毅力。

最能体现“妙手”的就是《百步穿杨》了。其中的主人公养
由基通过苦练，竟能在百步以外射中好几片杨柳叶，而且百
发百中。在旁的观众是目瞪口呆，他的对手潘虎，也是输得
心服口服。不像我们班的一些同学，都五年级了，英语连26
个字母都不怎么认得，自己不好好学习，整天说父母没给自
己一个聪明的大脑，甚至还怪老师教得不好――即使你们现
在想学了，可连基础的字母都不会，怎么可能学得会难的知
识呢？更不可能成为“妙手”。我们要时刻牢记：基础是最
重要的！

“十年磨一剑，本手化妙手”，我们必须要舍得在自己的基



本功上花时间，苦练基本功，只有在练好“本手”的情况下，
不断创新，才能实现从“本手”到“妙手”的飞跃。

本手妙手俗手自拟题目与提纲篇四

论基础的重要性

在围棋中有三个术语――本手、妙手、俗手，它们分别代表
着正规下法、精妙下法和通常会受损的下法。从这三个术语
中，我悟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道理――打好基础最重要。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切伟大的成就都离不开自我从小打
下的基础。这就好比中国，新中国成立之时，中国各方面都
不如外国，正是那时的人们虚心学习，努力奋进，为中国未
来的大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才有了现在勇争第一、走在
世界前沿的大中国。又好比中国航天，从火箭都造不出来的
弱小之国到敢建造大型空间站的科技强国，靠的是什么？是
科学家的天资聪慧？是研究人员脑袋灵光一闪？大错特错！
让中国变成航天强国的，是那看似无比平凡的基础理论，也
正是有了它，中国航天才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的“妙
手”！

“慢走摔不倒，小心错不了”，在未打下绝对深厚的基础之
前，盲目地去尝试挑战高级的事物是一件很有风险的事情，
因为这时你还未对高级的事物有足够的了解，这完全是基础
不扎实的体现。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纳闷地
说：“咦，这试卷我连思考题都做对了，怎么基础题还错那
么多？”这种人如果不做改变，那他们的未来完全可测――
必败无疑。他们在基础不扎实的情况下去接受新的知
识，“还没学会走就想跑”，最后往往会适得其反，忘掉老
知识，成为失败的“俗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一个人
如果打好基础则优胜，基础不扎实则失败，一切在于现在！

朋友们，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一切打好基础，做自己的“妙



手”，做人生的“妙手”！

本手妙手俗手自拟题目与提纲篇五

棋如人生

围棋有三“手”：精妙之手“妙手”、外强中干“俗手”和
基础的“本手”。初学者应先从不中看但扎实、有用的本手，
不能急于追求妙手，这会容易出现俗手。你可能会觉得难，
实际上，围棋和做人一个道理。

我有个写作水平略低的同学，他之前虽然无法写出优美的语
言，但结构、思路还是正确的，起码能及格。而他最近读了
几本书，自认为写作水平大涨，便疯狂地使用成语、套入古
诗，以致于写作时容易出现偏题，没有主旨。这不就像俗手
吗？事实上，之前他的本手差不到哪儿去。

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把基本功练扎实了，不能急于求成。
如果只想着急功近利，可能会弄巧成拙，将还可以的本手搞
成了外强中干的俗手。

棋如人生，小小围棋，包含大道理，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