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哲学与人生练习（合集五篇） 

第一篇：)哲学与人生练习 

《哲学与人生》期中练习题 

一．单项选择题（2*３０分）（把答案填在上面对应的表格里）

（D ）１“实事求是”的“是”的含义为 

A 对 B 正确 C 这 D 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A）２承认物质

决定意识的观点为 

A 唯物主义 B形而上学 C唯心主义 D 辩证法 

（B）３从主观想象和主观意愿出发是下列哪种思想路线 

A 唯物主义 B 唯心主义 C 形而上学 D 辩证法（B）４物质的固有

属性和存在方式为 

A 静止 B运动 C矛盾 D 统一（C）５“揠苗助长”的错误在于他 

A 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 B 尊重了规律的客观性 C 夸大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否定了规律的客观性的作用 D 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C）

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体现了哲学观点是 

A 孤立 B发展 C联系 D 静止 

（B）７“头疼医脚，脚痛医头”是用下列的哪种观点看问题 

A 孤立 B联系 C片面 D 发展 

（D ）８“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明的哲理是 

A 外因起决定作用 B内因不起作用 C外因不起作用 D 外因通过内

因而起作用 

（A）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体现的哲学观点是 

A 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B 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 C 用孤立的观点看

问题 D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 

（A）１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说明了 

A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B 旧事物优越于新事物 C 旧事物是永恒

的 D 旧事物不会过时 

（A）１１矛盾的两种基本属性是 

A 对立和统一 B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C内因和外因 D 必然和偶然



（A）１２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 

A 矛盾 B 同一性 C 对立性 D 运动（A）１３自立、自尊、自强说

明的哲理是 

A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B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C 内因通过外

因起作用 D 外因是第一位的原因 

（D ）１４“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体现的哲理是 

A 片面的观点 B绝对的观点 C一点论 D 一分为二地看问题（D ）

１５下列属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是 

A 做梦 B水中月 C猴子捞月 D 护士护理病人（D ）１６下列属于

物质现象是的 

A 党的方针 B 城市规划方案 C 交通规则 D 水中月，镜中花（A）

１７承认意识决定物质的观点属于 

A 唯心主义 B唯物主义 C 形而上学 D 辩证法 

（C）１８“看自己一朵花，看别人豆腐渣”违反的哲理是 A一分

为二的观点 B一点论 C片面的观点 D 规律的客观性（A）１９做人的

基本条件是 

A 明辨是非 B 多读书 C 多交友 D 多上网（A）２０“知己知彼百

战不殆”体现的哲理是 A 两点论 B 一点论 C 片面的观点 D 形而上学

（A）２１“上帝造人”属于 

A 唯心主义观点 B 唯物史观 C 辩证法 D 唯物主义观点（A）２２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反映的哲理是 

A 联系的观点 B 发展的观点 C 运动的观点 D 实践的观点（A）２

３人生发展的动力是 

A 矛盾 B对立 C统一性 D 斗争性(A)２４人的根本价值是 

A 社会价值 B自我价值 C家庭价值 D 个人价值 

（A）２５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渗透称为 A 统一 B 斗争 C

排斥 D 否定 

（A）２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明 

A 规律具有客观性 B规律是主观的 C人能发明规律 D 规则同规律

是一回事 



（A）２７“不是冤家不聚首”体现的哲理是 

A 矛盾的双方同时存在，缺一不可 B形而上学 C一点论 D 片面观

点（A）２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体现的观点是 

A 新事物优越于旧事物 B运动 C内因 D 规则 

（B）２９“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明了 

A 规律具有客观性 B 矛盾双方同时存在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C 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D 内外因关系（A）３０人区别于物的根本特

点是 

A 主观能动性 B客观实在性 C物质性 D 矛盾性 

二、判断题（１分*１０） 

１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脚踏实地走好人生路。（√）２人生是一

个在曲折中发展的过程。（√）３人际和谐是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

（√）４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的。（√） 

５人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不同的行动造就不同的人生。(√)6从

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人生道路。（√）7 只有行动才有精彩

人生。（√） 

８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９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１０要坚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处世原则。（√） 

第二篇：人生与哲学 

一、哲学的定义 

说句实话，在拜读《哲学与人生》之前，我还真没有深究过，在

这里有必要先熟悉一下哲学的定义：哲学的原意是“爱智”。哲学作

为一门学问，原来只是一种生活态度，就是保持好奇的天性，探询一

切事物的真相。 

这种态度称为“爱智”。作者同时指出“爱智”的原则，“拥有

智慧不等于爱好智慧”。爱智代表的是一种追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

的特色就是一直保持心灵的开放。所强调的“过程”，要不停地质疑

与询问，永远在等待着接受惊讶。这是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

用问题导引、学生自学的认知理论的本源和基点呢？ 



既然“爱智”是一种追求过程，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我们去追求

它呢？ 

“最先要指出的就是人的身体。因为人体是物质的，有惰性同时

也是软弱的。这种软弱会妨碍人类拥有智慧。比如，有时候我们希望

自己能够早起，却怎么也爬不起来，这时候会觉得身体实在是自己最

大的敌人。身体如此沉重，就是因为它是物质，所以有惰性。又有时

候我们很愿意帮助别人，这代表心灵上的美好，却可能因为需要花时

间、花力气，所以懒得行动。由此可知，人的身体是软弱的。人应该

减少身体的控制程度，亦即要让身体的惰性无法对个人产生影响力。

如此，才能让心灵自由地追求智慧。 

教师的重要工作不也包含了督导学生、引领他们走向事物的真善

美、远离假恶丑、使学生们的素养日臻完善、成为有健全人格、健康

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的社会公民。哲学名言名句汇总 

哲学的意蕴就在于它以简单明了的词句表达深刻的意义,人的一生

就是哲学的体现和体验。 

------------------------思想不是你要它来它便来，而是由它自己

决定它的来去。——叔本华  

我除了知道我的无知这个事实外一无所知。——苏格拉底  

水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终归于水。——泰勒斯  

使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服从于自己，自由地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去

驾驭一切非理性的东西，这就是人的最终目的。——费希特  

凡是现实（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存在）的就是现实

的。——黑格尔  

万物的和平在于秩序的平衡，秩序就是把平等和不平等的事物安

排在各自适当的位置上。——奥古斯丁  

凡是活着的就应当活下去。——费尔巴哈  

假如进化的历史重来一遍，人的出现概率是零。——古德尔  客观

世界只是精神原始的，还没有意识的诗篇 ——谢林  

凡夫俗子只关心如何去打发时间，而略具才华的人却考虑如何应

用时间。——叔本华  



我们喜欢别人的敬重并非因为敬重本身，而是因为人们的敬重所

带给我们的好处。——爱尔维修 

人类的生命，并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时，刹那即

永恒。——尼采 

真理是时间的产物，而不是权威的产物。——培根 

权利的相互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霍布斯 

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康德 

一切确定的皆否定。——斯宾诺莎 

知识归根结底由经验而来。——洛克 

没有物体，只有运动。——伯格森 

一开始，问题就是要把纯粹而缄默的体验带入到其意义的纯粹表

达之中。——胡塞尔 

思就是在的思，„„思是在的，因为思由在发生，属于在。同时，

思是在的，因为思属于在，听从在。——海德格尔 

思最恒久之物是道路。——海德格尔 

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于大地之上。——荷尔德林  

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维特根斯坦  

人的意识屈从于物化结构。——卢卡奇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 

科学家在思想中给予我们以秩序；道德在行动中给予我们以秩序；

艺术才在对可见、可触、可听的外观的把握中给予我们以秩序。——

卡西尔 

物体的意义是通过它被己身看到的方向而确定的。——梅罗 .庞蒂 

我不能给自己或是别人提供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快乐。这种

快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也不能围绕它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福

柯 

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使其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

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利奥塔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只要是它能够自圆其说，它就具有某种真正的



知识。——罗素 

在任何事物中，美和善二者的本质特征都是相符的，因为它们正

是建立在同一形式的基础上，所以善被我们颂扬为美。——托马斯.阿

奎那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

——罗尔斯 

那隐藏着的宇宙本质自身并没有力量足以抗拒求知的勇气。对于

勇毅的求知者，它只能揭开它的秘密，将它的财富和奥妙公开给他，

让他享受。——黑格尔 

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 

本文之外，别无它物。——德里达 存在就是统摄。——雅斯贝尔

斯 

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无知，粗浅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前，博学

的无知存在于知识之后。——蒙田  

谁占有法律语言谁就占有相关的资源和利益。——布迪厄  在这个

世界上，平等地待人和试图使他们平等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

前者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前提条件，而后者则象 D? 托克维尔描述的那样，

意味着“一种新的奴役方式”。——哈耶克  

放纵自己的欲望是最大的祸害；谈论别人的隐私是最大的罪恶；

不知自己过失是最大的病痛。 

——亚里士多德 

惊奇是哲学家的感觉，哲学开始于惊奇。 

第三篇：哲学与人生 

哲学与人生——从哲学看苦乐人生  

姓名：侯刚 学号:20134615 13 级自动化学院自动化专业摘要：当

人类不断地探索宇宙的奥秘、洞察人生的意义，超越现实，向前提挑

战，展望未来时，就产生了热爱和反思智慧的哲学,哲学问題和我 们的

生活是思密不可分。哲学一旦脱离人生，将是空洞的；人生缺少哲学，

将是盲目的。人生总是苦乐相伴的，从哲学看苦乐人生，才能真正体

悟到生 命的真谛。用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方式思考苦乐人生，才能



实现对苦乐人生认识上的创新、超越和发展。 

自人类产生之日起，摆在人类面前的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

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茫茫无限 宇宙和有生有死、有爱有恨、有聚有散、

有得有失 的有限人生。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常常陷于得与 失、成功与

失败、快乐与痛苦等困顿之中，也正是 经历困难的磨练，成功与失败、

经验与教训的不断交替，人类一步步走出无知走出幼稚，一步步迈向

成熟。古希腊的智者雜拉底说:“没有经过检 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

许多人开始警觉，对宇宙、满了无限的追问和苦苦的求索。 

一、从哲学看人生。 

当人类不断地探索宇宙的 奥秘、洞察人生的意义，超越现实，向

前提挑战，展 望未来时，就产生了热爱和反思智慧的哲学。哲学 问题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我们的所在、所是、所 作和所思密不可分。哲

学一旦脱离人生，将^洞 的;人生缺少哲学，将是盲目的。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是一种人生态度，这种 态度就是“爱智慧”

好奇的天性，探询一切事物的真相。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说广哲学不能 

烘面包，但能使面包增加甜味。"当我们用哲学思 维来思考和对待人生，

哲学引导我们用一放 心胸，寻求真理，印®价值的态度去看人生，看

人 生的任何遭遇和苦乐，用新的视角来重估人生的 价值〇哲学不健

“爱智慧的一种态度。哲学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

智慧。它引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敞开自我反 思和自我批判的空间，不

断实现人类社会的创新、超越和发展。 

面对苦长乐短的人生，如何坦然面对苦乐相 伴的生活呢？乐是人

们与生俱来的欲念，是人类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动力;

苦似乎是人类生活的“主食”，一旦食之，你就得为之付出代价。然

而很多人还是在痛苦随时可能出没的生活中乐此不疲地坚持对乐的追

求，这是为什么呢？哲学告诉我们：苦乐是人的最基本感觉和体验，

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们 的矛盾也反映了灵与肉

的矛盾，反映了人生的基本矛盾，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基本矛盾。苦与

乐共同构成了姓的本质和全部，正所谓“苦乐人生”。 

二、苦的存在价值。 



所有的动物，包括人，从出生到死亡都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痛苦，

痛苦是生命个体自我保护和物种自保的基本条件，凡是对痛苦反应迟

钝的动物最终都被自然界所淘汰。人对痛苦具有更强的反应能力，痛

苦还可以增强人对外部事物的灵敏性，提高人的反应能力，防止面临

危险而不自觉。假如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没有了痛感，那就意味着人

的死亡，“哀莫大于心死”说的就是麻木是最大的不幸。正是因为能

反思和回味痛苦，能发掘痛苦的积极意义，才更强化了对痛苦的感受，

获得了对痛苦的深刻认识。人只有在发现苦中有乐，苦尽甜来，才对

自己、对生活、对前途有信心。 

痛苦让人摆脱死气沉沉的感觉，让人激动，让人奋发。赫胥黎说：

“没有哪个聪明的人会否定 痛苦和忧愁的锻炼价值。”人在痛苦中走

向反省，走向成熟。如果人能够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去对待和展望人生，

他就能在人生的苦难中乐对人生的苦难。痛苦有助于形成人的忧患意

识。痛苦是忧患之源，人的很多不幸莫过于对于悄悄降临的危险全然

无知，一旦意识到危险的降临却又措手不及，从而错失良机。当然，

有忧患意识并不是让我们将有限的痛苦无限的延伸，而是让我们更多

的关注到将来，才能有备无患。 

探讨苦的存在价值，就是为了正视痛苦和改 变痛苦。正确的认识

了苦,在你遇到困难、痛苦、不如意的时候，你才能够不苦恼、不沮丧、

不泄气，因 为你已经知道，有乐必有苦是必然的，所以你会平心静气

的去分析遇到的困难，从而找出苦产生的根源。人不能因为苦而悲观、

消沉,他应当相信在与痛苦抗争之中,以及在征服痛苦之后，生活中就会

多些阳光，少些阴影。 

三、如何在苦中寻找到生命的真谛——乐。 

苦乐原来只有一线之隔，快乐是一种思想吗，思想快乐，你才是

一快乐的人;快乐是一种情绪，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就站在了快乐

的一方;快乐是一种个性，有的人生来悲观，有的人一生豁达，快乐自

然就跟着来了;快乐是一种美德，它不仅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欣赏和赞美，

也给周围的人带来温暖和愉快。避苦求乐是人生之必然，而多苦少乐

却亦是人生之必然。活在今天，面对现实，驾驶自己，接受别人，热



爱生命，让快乐成为你生命的本质，快乐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东西，重

要的是在你的心里给快乐留一块空间。生活中并不缺少快乐，而是缺

少发现感到快乐的心灵。一个成熟的人能把握自己快乐的钥匙，他不

期待别人使他快乐，反而能将快乐与幸福带给别人。他的情绪稳定,为

自己负责，和他在一趟种享受，而不是压力。大哲学家尼采说:“受苦

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我们说快乐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别人要让你

不快乐,先要得到你的同意。 

你快乐的钥匙在哪里？在别人手里吗？快去 把它拿回来吧！ 

第四篇：哲学与人生 

浅谈柏拉图的哲学思想 

这个学期通过哲学与人生选修课的学习使我对“哲学”这个以前

看似很遥远并且从未涉足的领域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对于各个哲学

家的哲学观点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其中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使我产生

了一定的感触。虽然他的哲学思想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不得不说，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哲学的发展史上产生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影响。 

在接触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之前，我先详细的了解了他的生平事迹：

柏拉图出身雅典贵族，早年师从哲学家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被雅典民

主政权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处死后，柏拉图曾游历埃及等地。

回雅典后，他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直到死时为

止。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

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政治纲

领的《理想国》，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讨论审美教育

的《会饮》，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篇。柏拉图生活

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虽然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

主制度的做法是我现在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在哲学领域的造诣以及

他的一些哲学观点的提出，却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的，他构筑

了属于自己的理念的哲学大厦。苏格拉底所所阐述的哲学的思想，在

柏拉图那里得到了更加深远和完善的发展，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

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



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

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

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

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

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

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

的运动。”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

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

的最高属性。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 

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

善、美与理性天然合璧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其中

柏拉图对于“善”的提出和阐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善”

理念是整个世界的最高原则，“善”是万事万物追求的终极目的和创

造世界的根本动力，让我不禁联想到现在我们社会所大力倡导的“和

谐社会”的思想。只有从本质上认识到善的根本理念，对于自身的发

展和社会的和谐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另外，柏拉图还提出了“回忆

说”的概念，他认为：回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由看、摸或其他

感觉来引起，各种事物渐进形式表现为理性的进展。它的步骤是这样

的：“从显而易见的美开始，继而为了最高的美而上升，就像在梯子

的阶上一样，从一进到二，从二进到所有美的形体，从美的身体到美

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最后从学问到那只研究美自身的科

学，最终知道美的本质”。我认为柏拉图提出的这个“回忆”的概念，

在现在看来并不仅仅只是对过去事物的追忆，更加应该认识到从过去

的回忆中有所领悟，有所总结，有所进展，从而更好的发挥回忆的作

用。记忆就像是人生的底片，谁都不希望它洗印出来时上面有污点，

但是只有看到过往中出现的错误和走过的弯路，并且勇于承认改正它，

才能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提高和进步。 

通过对哲学与人生这门课程的学习，我认为除了了解了哲学的发

展进程，以及辩证的理解各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外，我自己的最大收

获是通过对一些哲学思想的认识和深入理解，使它们可以更好的指导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我们能更清晰的找到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的真谛。哲学思想所带给我们的应该是积极向上的，进取的力量，就

好像说到我们现在应该如何面对生活，如何在生活中找到自身的发展

方向和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学会“热爱”，学

会“善”的思想，以及学会“珍惜”。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人

不能每天漫无目的地生活，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平庸的生活总会一

事无成，所谓学海无际，生命有限，尽量利用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作

为一个有知识文化之人，在学习生活中树立正确的方向，奋发图强，

积极向上。热爱身边一切美的事物，快乐也会随之而来的。其次，如

果是懂得热爱的人，就应该凡事抱有“善”的思想和理念，助人为乐，

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 21 世纪祖国建设的接班

人，我们更加应该深入理解贯彻它们在新时代发挥的重要作用。再次，

所谓懂 

得“珍惜”，就是要好好把握自己所能拥有的事物。“时间”是

我们生命中看似普通却又稍纵即逝，必须好好珍惜好好把握的事物。

所谓“时间组成一个人生命的材料”，这句话很有道理。面对茫茫宇

宙，数以亿计的发展光景，生命是短暂的，自己拥有的时间更是有限。

春去春来，花谢花开，但时光流逝，无法抓住，更无法使之停留。因

此，在最激情荡漾的青春，生机勃勃花一样的岁月里，我们更应该抓

住自己的一分一秒，尽可能的学习各种知识技能，切不可虚度光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哪里是天才，我只是把别人用来喝咖啡

的时间用在工作上。”这就是成功之人的秘诀。大学时代只有四年，

是我们学习的最佳时期，这又在这个时期好奥的把握自己为以后的学

习事业打下扎实的基础，才能在以后生活的道路上走得更平坦，更长

远。此外，珍惜身边的人，身边发生的一切事情，从中积累经验教训，

也是学会珍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我想对于哲学思想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将它运用到现实的生活

中来，是哲学思想真正可以知道我们的现实生活，让我们产生正确的

生活目标，理解正确的生活真谛。正如人们所言，生活就像一个大型

的舞台，每个人承担的角色就是为了让这个生活的舞台更加精彩。因



此，只有尽心尽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让自己的人生丰富多彩，才

能使这个舞台更加绚烂，自己的生活才会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充实和

意义非凡！ 

第五篇：哲学与人生 

1.从远古开始，人们就把“天”作为人类智慧追索的的对象，诗

人屈原提出了 172 个“天问”的回答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是（） 

A.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B.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C.万物都是“绝对精神”的产物 

D.“天为阳，地为阴” 

2.在我国，红色因喜庆而被人喜爱。有人传言称 2013 年本命年禁

红色，红腰带、红绳等一概不能用，认为红色属火，穿红色会破坏五

行平衡。从哲学角度看，这种传言属于（） 

①唯物主义观点 

②唯物主义观点 

③从实际出发 

④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3.下列说法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体现的哲理相同的是（）

A.“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 B.“行百里者半九十” 

C.“庄稼施肥有技巧，看天看地又看苗” D.“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 

4.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为人生选择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的（）A.主观

条件 

B.客观基础 

C.发展道路 

D.现实依据 

5.世界歌坛超级巨星帕瓦罗蒂年轻时拿不定主意做教师还是歌唱

家。他父亲对他说：“如果想同时坐两把椅子，可能会从椅子中间掉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21704116502

6010011

https://d.book118.com/217041165026010011
https://d.book118.com/21704116502601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