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2　改造我们的学习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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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学法指导

1．掌握议论文的提出问题(引论

)、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的

“三段式”逻辑思路和论证结构。

2．学习运用对比论证方法。

3．掌握快速阅读、准确筛选信息

的方法。

4．学习作者运用准确、严谨、生

动、活泼的语言。

1．综合运用精读、略读的

方法阅读文本，读懂文本，把握

文本丰富的内涵和精髓。

2．联系个人经验，深入理

解文本，从文本中汲取营养，丰

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逐步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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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 语言建构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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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他是中国
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

者和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

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被视为现代世界历史中最重
要的人物之一，《时代》杂志也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的100人之一。

[资料助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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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改造我们的学习

在中国共产党艰难成长的历史上，1941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

在建党2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在革命圣地延安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

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是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件。延安整风运动是对过去几次“

左”倾机会主义的清算。整风运动的内容主要是“整顿三风”，即：反

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

文风。当时，毛泽东作了三个动员报告：整顿学风——《改造我们的学
习》、整顿党风——《整顿党的作风》、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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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963年5月2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总结“四清”运动试点

经验的小型会议，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前

十条》，要求全国各地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个问题放在首要位

置去研究，并且就有关工作制订计划，全面部署，抓紧时机，在不误生

产、密切结合生产的条件下，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

全部办到，并力求办好。5月2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目

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发布该草案前，

毛泽东在这个文件前面加写了具有前言性质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

来的？》的一大段内容，提出应当对我们的同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

论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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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报　告

报告是一种公文格式，专指陈述调查本身或由调查得出的结论，可

以是机关对其内部调查的结果，也可以是由独立的研究人员进行调查的

结果，其使用范围很广，报告的风格与结构因各个机构的惯例而有所不

同。在已发布的党、人大、政府、司法、军队机关的公文处理规范中，

都规定了报告这个文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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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梳理]

pū　

chàng　

jiū　

zhūn　

miù　

dì　

huá　

yì

l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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苇　

苇　

诫　

戒　

漆　

膝　

倡　

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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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积累

(1)可歌可泣：值得歌颂，使人感动得流泪，指悲壮的事迹使人非常

感动。

(2)面目一新：样子完全变新(指变好)。

(3)粗枝大叶：形容不细致，做事粗心大意。

(4)夸夸其谈：说话或写文章浮夸，不切实际。

(5)一知半解：知道得不全面，理解得不透彻。

(6)发号施令：发布命令，下达指示(多含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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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故纸堆：指数量很多并且十分陈旧的书籍、资料等。

(8)生吞活剥：比喻生硬地接受或机械地搬用(别人的理论、经验、

方法等)。

(9)有的放矢：对准靶子射箭，比喻言论、行动目标明确。

(10)哗众取宠：用浮夸的言行迎合众人，以博得好感或拥护。

(11)华而不实：只开花不结果，比喻外表好看，内容空虚。

(12)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看法和做法都正确，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13)徒有虚名：空有某种名声，指名不副实。

(14)滔滔不绝：像流水那样毫不间断；形容连续不断(多指话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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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词填空】

(1)我读了抗日英雄杨靖宇那____________的事迹后，心里充满了无

限的敬意。

(2)____________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

(3)房间经过修饰，窗明几净，给人以__________的感觉。

(4)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____________的滥

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5)我们决不可____________地搬用他人的经验。

可歌可泣　

一知半解　

面目一新　

夸夸其谈　

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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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青年人必须要记住：____________胜于万箭齐发。

(7)这番____________的话，说得几个小伙子动了心，也想进城跑买

卖。

有的放矢　

哗众取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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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辨析

(1)肤浅·浮浅

相同点 都有认识不深入的意思。

不同点

肤浅：指(学识)浅，(理解)不深。局限于表面的、浅薄的、

不深刻的，强调不多、不深。常用于观点、认识、体会、理

论等。浮浅：指浅薄，肤浅。着重于浮在表面，不切实，强

调空虚、浮躁。常用于人的作风、为人等。

情境运用

①我对当前出现的几个经济理论了解很________，想读一读

几位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看看他们怎么说。

②喜欢夸夸其谈的人，往往思想很______。

肤浅　

浮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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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密·精密

相同点 都是形容词，都有紧密、细密的意思。

不同点

周密：周到而细密。着重指处处照顾到，没有遗漏，不疏忽

大意，常形容人的行为，如计划、部署、安排等。精密：指

精确细密。常形容仪器、机械、语言、测量、计算等。

情境运用
①这学期，我制订了________的学习计划。

②做实验需要使用________仪器。

周密　

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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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仆后继·前赴后继

相同点
二者都有后面的紧跟前面的、勇往直前的意思，有时可以
互换。

不同点

前仆后继：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跟上去，形容
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着重表现一种不怕牺牲、英勇顽强
的大无畏精神。前赴后继：前面的人上去，后面的人就跟
上去，形容奋勇前进，连续不断。没有“倒下、牺牲”的
意思，着重表现一种敢于战斗、奋勇向前的英雄气概。

情境运用

①无数革命先烈____________，英勇牺牲，他们的革命精
神万古长青。
②在歼灭国民党七十四师的摩天岭战斗中，我军战士
____________，奋勇攀登，抢先占领了制高点。

前仆后继　

前赴后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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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思维发展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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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

结构图解

[整体感知]

提出问题(引论)：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  

一下

分析问
题(本论
)  

理论和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正面论证重要性)

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三大缺点(反面论证必要性)

两种不同学风的比较(对比论证迫切性

解决问题(结论)：提出转变学风的具体做法，即改造学习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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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探微

《改造我们的学习》主要是针对党内在学风中存在的问题所作的重

要报告，在文中，毛泽东对主观主义的态度和马列主义的态度进行了精

辟透彻的论述，号召全党研究现状、研究中国的历史，实事求是，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全文阐述精

辟透彻，论证充实有力，不但在当时的整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就是

针对今天的理论学习仍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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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结构图解

人的正确

思想是从

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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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探微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了人的正

确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地论述了人的认识的辩证过程和发展规律，

以及正确的思想对于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重大意义。文章深入浅出，

言简意赅，层次分明，逻辑严密，全文三部分紧密联系，逐层递进。运

用设问修辞方法发人深思，使读者印象深刻，突出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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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

1．叶圣陶先生说过：“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请简要分析

这篇文章中作者的逻辑思路。

[提示]作者的逻辑思路大体上可概括为：主张、理由、提议。文章

简短的引论部分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主张”；本

论部分(包括文中的一、二、三)阐明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结论部

分(文中的四)是关于改造学风的几项“提议”。

[文本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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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部分，由成绩转入谈“缺点”，主要谈了哪三方面？

[提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

这些都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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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部分将主观主义分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

是用“对比论证”将主观主义学风与马列主义学风对举，黑白分明，是

非益彰，旗帜鲜明，突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性、迫切性。请

认真阅读这部分内容，填写下表：

  主观主义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态度

表现

①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

周密的研究(经验主义)。

②割断历史。③抽象地无

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理

论(教条主义)。

(1)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

和研究。(2)不要割断历史。(3)有目

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使马

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

动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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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主义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态度

危害
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害

了革命。
——

实质
华而不实，自以为是，是

党性不纯的表现。

有的放矢，实事求是，是党性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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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章在论证方法上有何特点？请举例分析。

[提示]文章采用了多种论证方法来透彻阐述作者的观点。

(1)举例论证。

文中常引用典型事例来证明论点。如第一部分在提出论点之后，作

者便以二十年来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学习和发展的历程等概括性的事

例作为论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第二部分在论证“还有很大的缺点”时，

列举了在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理论三个方面存在的“极坏的作风

”，也是用概括性的事例来进行论证的。在后面接着论证主观主义学风

使“理论和实际分离”时，则列举了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样的

典型事例加以证明，使论证充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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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用论证。

作者在列举事例的同时，为了增强说服力，有时还引用革命导师的

论断来加以证明。如第三部分中为了强调客观实际的重要性，作者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

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在论证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学习态度时，作者则引用了斯大林关于“把革命气概和实际

精神结合起来”的论述，从而增强了论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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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比论证。

文章的第三部分运用了典型的对比论证方法，把主观主义的学习态

度同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从表现、特点等方面逐一加以对照，揭示了

主观主义的危害，论证雄辩有力。另外，文章第一部分谈成绩，是从正

面来论证改造我们学习的重要性，而文章的第二部分谈缺点，则是从反

面来论证改造我们学习的必要性，这也是一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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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文章为何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标题？

[提示]①文章的标题既反映文章的内容，又受写作对象、目的、时

间、要求等因素的制约。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题

包含两层意思：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与课文中的两次飞跃密切联系，也就是说，标题恰当地反映了文章的

内容。③这个标题是针对后文“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

这个认识论的道理”的现实提出来的。本文是1963年写给农村工作者读

的，所以语言上通俗易懂。④标题用疑问句，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深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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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整体感知课文，理清作者的思路，划分文章的逻辑层次。

[提示]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这三项实践中来”，提出中心论

点：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第二部分，从“人们的社会存在”到“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分析问题，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论述认识的辩证过程和认识运

动的规律，阐述了人的正确思想形成的过程，有力地论证了中心论点。

第三部分，从“现在我们的同志中”到结束，联系实际，指明学习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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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在引论部分有何特点？试分析其效果。

[提示]特点：连用三个设问。

效果：从观点表达上来说，本文以设问句开头，在自问自答中提出

自己的正面主张，就使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使论

点极为鲜明。从阅读效果上来说，以设问句开头，能够很自然地引起读

者的疑问，让读者急于了解问题的答案，说理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高屋

建瓴的气势。从与论点的关系上来说，本文是一篇立论，不是驳论，不

能具体详细地对唯心主义的错误观点进行揭露和批驳，作者便巧妙地运

用设问的方式在立论中渗入了驳论的成分，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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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理解“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

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

完成”？

[提示]从社会实践中产生理论、计划、方案等，是由物质到精神，

用这些理论、计划、方案等去实践，是由精神到物质。在实践中发现了

新的情况，有了新的认识，去修改原有的理论、计划、方案等，这又是

由物质到精神；根据修改过的理论、计划、方案等去实践，这又是由精

神到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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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为什么人的认识要有第二次飞跃？第二次飞跃为什么比第一次

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什么必须经过“多次的反

复”？

[提示]要想证明从实践中得来的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

界的规律，必须把它再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看它是否能达到预想的

目的，因此人的认识要有第二次飞跃。

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一是因为只有经过第二次飞跃，

才能证明从第一次飞跃中得到的认识正确与否；二是因为“无产阶级认

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也即认识必

须再回到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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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确的认识必须经过“多次的反复”，这是因为客观事物从现

象到本质的表现都有一个过程，而人的认识因为受到历史条件和已有知

识水平的限制，即使对已暴露出来的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也不一定能完全

把握。因此，正确的认识不能一次性完成，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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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B.“伺候”的“伺”读cì。C.“倡导”的“倡”读chàng。

D.“漆黑”的“漆”读qī。

[随堂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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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词语中，书写完全正确的一项是 (　　)

A．日益　零碎　纤维　省亲

B．周密　策略　辩析　爆炸

C．芦苇　臆造　喝彩　通辑

D．滥调　废除　吉祥　烦燥

【答案】A

【解析】B.“辩析”应为“辨析”。C.“通辑”应为“通缉”。D.“

烦燥”应为“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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