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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8/2021_2022__E4_BC_98_

E7_A7_80_E8_8C_83_E6_c65_528309.htm 【话题设计】 阅读下

面的文字，按照要求作文。 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

理学奖的美籍华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

访时，曾对很多问题都表示“不知道”。前一阶段又听说他

在为南航师生作学术报告时，面对同学提问又是“三问三不

知”：“您觉得人类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质和反物质吗?”“不

知道。”“您觉得您从事的科学实验有什么经济价值吗?”“

不知道。”“您能不能谈谈物理学未20年的发展方向”“不

知道。”三问三不知!这让在场的所有同学意外，但不久就赢

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也许，一些人在说“不知道”时往往被

看作是孤陋寡闻和无知的表现，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却体

现着一种做人的谦逊和科学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不禁令人肃

然起敬。 读过上文，你有何感受?请以此感受为话题，写一篇

不少于800字的文章。立意自定，文体自选，题目自拟，所写

内容必须在此话题范围之内。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蒲 雯

来源：www.examda.com韩愈在《师说》中，尖锐地批判了当

时社会上耻于从师的陋习：“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

解矣。”惑而不从师，其结果要么迷惑无知，要么就是不懂

装懂。 我由此联想到孔子曾说过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

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认为，学习是老老实实的事，承认

自己有不懂的地方，本身就是认识上的一种进步。然而，在

我们身边，不懂装懂，自以为是，因羞于脸面而不敢去问的

人却不在少数，而这种心理和思想就大大抑制了我们的发展



，抵消了同学们的才能和努力，使同学们的骄傲自满心理潜

滋暗长，因而就没有了“无知感”、“求知欲”，“不知”

便以为“知”，这才是最可怕的无知。 然而，那些真正的学

问家，因为懂得学无止境，所以总能看到自己无知的一面。

孔子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

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孔子并不否认“生而

知之”，但他认为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他多次谈到，他的成

绩得益于虚心好学。正因为如此，孔子对于不懂装懂、夸夸

其谈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 有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位青年对

誉满全球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称自己“无知”感到大惑不解

。于是他向爱因斯坦问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笑着随手拿出

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一大一小两个圆圈。然后指着大圆圈说

，我的知识圈比你大，当然未知领域的接触面也比你大。 可

见，知识越是增加，“无知感”越是强烈，这就是有成就的

伟人、学者们的普遍体会。法国数学家笛卡尔说过：愈学习

，愈发现自己的无知。由此可知，如今的我们，就更应懂得

学问的道理，难道我们还有理由“惑而不从师”吗? 掀开人类

的行进史，从远古到现在，再到将来，都是人们对周围事物

由“不知"到“知”的逐步完善的认识过程，过去如此，将来

也是如此，所以人类的发展，既要靠有知来发现，更需要有

着“无知感"的有志者去开拓。 所以，我们这一代青少年，就

更应该总结前人的教训，要有疑就问，有意识去问，有胆量

去问。泰戈尔为自以为是的人画了这样一幅像：“青烟对天

空夸口，灰烬对大地夸口，都以为它们是火的兄弟。"蒙田则

把真正有学问的人比喻成麦穗：“当它们还是空的，它们就

茁壮挺立，昂首藐视；但当它到臻于成熟，饱含鼓胀的麦粒



时，便开始低垂下采，不露锋芒。” 因此，只有我们有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意识，才能“从而师之”，才

会有所发展。 【评点】来源：www.examda.com “发胸中之思

，论世俗之事”，本文针对现实生活中“惑而不从师”、“

强不知以为知”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

不知”的正确观点。举例典型充分，古今中外，信手拈来，

论证旁征博引，对比鲜明，显示出小作者广博的见闻，缜密

的思维。文章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娓娓而谈，又是其一大

特色。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