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班门弄斧驳论文(汇总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班门弄斧驳论文篇一

自古以来，人们常用班门弄斧形容一个人的不自量力，说这
是鸡蛋碰石头。我却不敢苟同。在当今社会，面对众多权威
人士，也可以大胆阐明自己的不同观点，与“权威”斗争到
底呀！

我将班门弄斧的好处总结为3点：

首先，班门弄斧将自己的独到见解展现在世人面前，是一种
自我展现。它可以让人们更清楚的认识你，让你的观点得到
一部分的认同，有人会问“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为什么要
急于表现呢？”他们错了，正因为会发光，所以要让人们更
早地认识到这块金子，即使不是金子，也可以提高对事物的
认知能力，可以将自己变成“金子”。

其二，班门弄斧是对权威的一种挑战。试想，当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人物对一个伟大科学家的见解提出质疑时，人们必
会对他进行一番嘲讽。伽利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古希
腊，有一位伟人——亚里士多德，他曾经与年轻的伽利略就
一个物理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质量大的
铁球一定比轻铁球先落地。而伽利略则认为，两个铁球会同
时落地。于是，在著名的比萨斜塔上，人们见证了一个新的
思想的诞生——两个铁球同时着地。可见，班门弄斧并不是
自不量力，而是对更高精神的一种挑战，一种自我价值的提
升。



其三，我更推崇“弄斧必须在班门”。所谓班门，自然是权
威的殿堂，有些知识必须在“班门”才能真正显出它的真谛。
因为与权威较量的结果，必须也有一定的权威性，更加地专
业化，更接近真理。

“新班门弄斧”所提倡的是一种勇于自我展现，勇于探索的
精神。尽管有时换来的结果好比飞蛾扑火，但毕竟曾奋斗过，
追求过。

曾在一本书看到这样一段话：“你我都是注定飞不过沧海的
蝴蝶，但为何不在礁石上做一次无畏的腾飞呢？”或许，你
真的会飞过沧海。班门弄斧也是这个道理，做一只勇敢飞过
沧海的.蝴蝶吧，那样你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班门弄斧驳论文篇二

班门弄斧者不满足于现状，到技艺更高的人那里去推销自己，
正反映了他们勇于上进，不甘落后的精神，同时也显示出他
们强大的自信心，坚信自己长期练就的本领会得到赏识，进
而在高人的指点下学到更多的本领。这种人不但不应被众人
讥笑，而且还应受到众人称赞，因为他们才真正认识到自我
的价值不在于为已学得的小小本领沽沾自喜，而在于不断充
实自己，学到更多的本领。既然这样，班门弄斧者就不应受
到指责，即使是鲁班也应当为有这样精于学艺的人而感到高
兴。

钢琴王子肖邦在未成名之前，是个清贫的无名小辈，但他酷
爱音乐，愿将一生倾注在美妙的旋律之中，并且异常地刻苦
练琴。他在自己的第一场音乐演奏会上特请李斯特为在场听
众演奏了一支名曲。此后肖邦名声大振。肖邦向李斯特表示
谢意，说：“是您用宽厚的臂膀扶助了我。”而李斯特却笑
着说：“不，是你造就了自己的成功。”肖邦的成功离不开
自信与勇气，他敢于在钢琴大师面前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
不仅得到大师的赏识，也得到了众人的赞许。（初中作文）



由此看来，“班门弄斧”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班门弄
斧”反映了人的勇气与自信。有了这种勇于展示自己的勇气，
才使班门弄斧者的本领日渐增长，从而获得成功。

班门弄斧驳论文篇三

班门弄斧是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多用来嘲讽别人。小
编整理了2017班门弄斧优秀议论文，欢迎欣赏与借鉴。

如果达尔文不敢“班门弄斧”不去研究生物的进化论，那我
们今天还是相信我们人类还是上帝创造的。如果刘翔不
敢“班门弄斧”，在世界短跑精英面前退缩那他也得不到金
牌。今天我们也许还会被其他国家嘲笑。如果19岁的华罗庚
不敢“班门弄斧”没有推倒苏家驹一个错误的理论，今天也
许我们还在学着错误的理论。

所以21世纪需要人才，需要具有班门弄斧精神的人！

班门弄斧者不满足于现状，到技艺更高的人那里去推销自己，
正反映了他们勇于上进，不甘落后的精神，同时也显示出他
们强大的自信心，坚信自己长期练就的本领会得到赏识，进
而在高人的指点下学到更多的本领。这种人不但不应被众人
讥笑，而且还应受到众人称赞，因为他们才真正认识到自我
的价值不在于为已学得的小小本领沽沾自喜，而在于不断充
实自己，学到更多的本领。既然这样，班门弄斧者就不应受
到指责，即使是鲁班也应当为有这样精于学艺的人而感到高
兴。

钢琴王子肖邦在未成名之前，是个清贫的无名小辈，但他酷
爱音乐，愿将一生倾注在美妙的旋律之中，并且异常地刻苦
练琴。他在自己的第一场音乐演奏会上特请李斯特为在场听
众演奏了一支名曲。此后肖邦名声大振。肖邦向李斯特表示
谢意，说：“是您用宽厚的臂膀扶助了我。”而李斯特却笑
着说：“不，是你造就了自己的成功。”肖邦的成功离不开



自信与勇气，他敢于在钢琴大师面前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
不仅得到大师的赏识，也得到了众人的'赞许。

由此看来，“班门弄斧”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班门弄
斧”反映了人的勇气与自信。有了这种勇于展示自己的勇气，
才使班门弄斧者的本领日渐增长，从而获得成功。

从古至今，无论在字典里还是在人们口中，总认为“班门弄
斧”就是在行家里手面前卖弄自己的才能，因而容易受到众
人的鄙薄和否定。显然，社会上对班门弄斧的人总是排斥的，
但是为什么非要把弄斧者往坏处想呢？我认为，敢在鲁班面
前弄斧的人，一定是个敢于向权威挑战的人，其精神是值得
称道的。

陈景润曾偶然发现华罗庚数学著作里的错/a著作里的错误，
写信给华教授，华教授真诚地接受了批评并及时作了改正，
并且因此发现了这颗数学新星，为陈景润日后辉煌成功创造
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说明，敢班门弄斧者绝非平庸之人，在
“弄斧”中他既指正了高手的不足也对自己的新学之物作了
一些肯定与修改。事实证明，一个人若想要有所提高，也只
有到“班门”那儿弄斧，才能求得“真经”。

英国人塞缪尔约翰说过：“无愧于有理性的人生活，必须永
远在进取中度过，”“弄斧”之人为求得真才实学敢于在班
门面前“献”艺，这说明他们身上有一种不断探索开拓的精
神。人类在发展中不断会发现新的奥秘，如果墨守成规，没
有一种挑战精神，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会进步。

如此看来，班门弄斧也益处多多，只要合乎情理，难道不值
得提倡吗？

晚上，写完课外阅读笔记，发现有一块“空地”，“荒”了
怪可惜的，于是提笔画了几根小草，妈妈看见了，说：“你
的老师能写会画，在他面前‘班门弄斧‘，岂不让人家笑



话！”听了妈妈的话，我不禁浮想联翩。

“班门弄斧”这个典故是比喻在比自己高明的人面前卖弄本
领，自古以来都是贬义的。

由此，我想到：学生们学习本领，总会遇到各种难题。假如
如老师斥道：“学习乃人生大事，休要逞强！”学生也
很“谦逊”，不再进取，那科学技术怎么能发展到今天这样
先进的水平？向老师学习，并非“班门弄斧”。即使弄几下
斧，求教于他人，有什么不好？因此而多学一些本领，又有
什么不对？如果永远不敢“班门弄斧”，人类可能还在吃生
肉，披树皮。敢于“班门弄斧”，正是求教的开始。

它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事物总是发展的，后代总是胜于前代
的，有许多人在“班门”前大“弄”其“斧”；青年数学家
陈景润，就是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面前“弄斧”，为摘取数
学皇冠上的明珠取得优异成绩；工人作家宗福先，就是在戏
剧大师曹禺门前“弄斧”，写出了话剧《于无声处》，轰动
了全国。

我们不要怕“班门弄斧”，而要积极的去“班门弄斧”。

班门弄斧驳论文篇四

班门不可弄斧，这是耍斧人的经验。因而“班门弄斧”就成
了贬意，用来讽刺一个人自不量力，而我却认为“弄斧”就
得在“班门”，因为这是经验之谈。

在学校，学生与教师之间水平相差甚远，就如同耍斧人与鲁
班一样。但我们更应当在教师面前“弄斧”了。就拿我们班
的同学来说吧。能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敢于挑战权威，
善于在教师面前表现自我：另一类呢则是沉默不语的，退缩
的。上课时，教师提出一个问题，说道：“教师不明白怎样
做了，请大家想办法，帮帮我？”问题提出后，有的同学跃



跃欲试，有的则一言不发。经过考试下来，成绩优异的往往
就是那爱表现自我的，进取回答问题的，这就是经验啊。

小学时，我也很孤僻，很少发言回答问题，就是一味的人云
亦云。教师，同学说什么，我就跟着应一声。结果成绩直线
下滑。之后教师找我谈话，说：“学问，学问要有学有问，
提出自我的看法和意见，不要怕，要敢于表现自我。”我听
从教师的教诲，改变了学习的方法，多问多答，提出不一样
的见解。在不理解的地方就与教师讨论，分析。渐渐的成绩
有了很大提高。之后我还当上了同学的小教师呢。这不就是
班门弄斧吗？但他使我有了提高。因而我认为“班门弄斧”
还是利大于弊，这也是经验之谈。

想了又想，我觉得我们学生就得有这种精神，敢于在教师，
长辈面前提出见解和不成熟的想法，证明我们的求知欲和上
进心。再经过长辈，教师的指导以后我们就可避免再犯同样
的错误这是经验告诉我们的。学生更应“班门弄斧”。

班门弄斧驳论文篇五

古书有云：班门弄斧者实义为轻浮高傲着，出自欧阳修之
《与梅圣俞书》其书语：一樵夫耍斧于班府前，班，即鲁班，
名匠也。因此而有一班门弄斧看看下面的范文吧，也许对你
有帮助哦。

在众人以为：班门弄斧都为自大者不自量力者。遂以为人不
可班门弄斧。余不以为此，余以为班门弄斧未必不好，能班
门弄斧者，敢于班门弄斧者，必为自信者，其内心修养必为
云上之云，遂余以为班门弄斧实属美事。

古书有云：班门弄斧者实义为轻浮高傲着，出自欧阳修之
《与梅圣俞书》其书语：一樵夫耍斧于班府前，班，即鲁班，
名匠也。因此而有一班门弄斧。樵夫耍斧于班府前，明知班
之深资却执意前行，且不知其寒单身耍其刀，表明樵夫心之



深与志之高，敢于并勇于试与班，虽知是碰壁，却硬以脆壳
之蛋击于鹅卵之石。就此气量，谁与争锋?其二者，班门弄斧
可知二者之差距，有利激发后者更为向上。

秦国后期，群雄皆起，招揽兵马，率军攻秦着为刘邦、项羽。
起初，民不满秦之统治，刘邦、项羽深知民之苦与秦之暴，
虽知是寡不敌众，以卵击石，却奋不顾身，救民于水火之中，
起大义凛然，盖卷大地，降起义军者不计其数，却一一被击
破，长之与久，终能克秦，然始初确实为“班门弄斧”

余为一儒生，应有班门弄斧之魂魄，次精神可赞也。班门弄
斧于师前，不虑其辱，抒所思于众人之前，师知然后释或换
其所思，则此生更为向上，不惧失败，此精神尤为可赞啊!

不知谁曾语：虽是败也尤为可试，余以为其义与班门弄斧无
二意，一人不惧失败，则成功不远矣!

应有班门弄斧之精神，功成与名就常伴君旁!

班门弄斧说的是一个古代的木匠拿着斧到一家大门前,为人展
示他的技术.人们都笑他"你知道这是那个的家吗?是鲁班爷的
家,你真是不自量力."而我认为班门弄斧恰恰是敢于挑战的表
现,是直的我们去学习的,是只的夸的不应贬.

首先那为木匠知道那是鲁班爷的家,但他还是要去,证明他敢
于挑战不迷信权威.这种可贵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其次若对权威挑战就是不自量力那么是否任何都是不自量力
呢?不是.在国外年轻时的加利列,就对当时的泰山北斗亚里士
多德的自由落体定律十分怀疑,并通过多次的实验证明他的结
论是错的,并当众实验在实验前:"人们说你敢对伟大的他做怀
疑真是不自量力,但在实验后,人们对伽佩服的五体投地.并叫
他天才.请问伽是不自量力吗?没有,他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要
敢于挑战敢于追求真理膏腴班门弄斧.



在世上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可以看出班门弄斧是一种可
贵的精神,不应该贬而是应该发扬光大.如果我们每人都这样
我们的社会会飞快的进步,所以我们应该拿起你手中的斧头走
做一个新时代的弄斧者吧!

晚上，写完课外阅读笔记，发现有一块“空地”，“荒”了
怪可惜的，于是提笔画了几根小草，妈妈看见了，说：“你
的老师能写会画，在他面前‘班门弄斧‘，岂不让人家笑
话!”听了妈妈的话，我不禁浮想联翩。

“班门弄斧”这个典故是比喻在比自己高明的人面前卖弄本
领，自古以来都是贬义的。

由此，我想到：学生们学习本领，总会遇到各种难题。假如
如老师斥道：“学习乃人生大事，休要逞强!”学生也很“谦
逊”，不再进取，那科学技术怎么能发展到今天这样先进的
水平?向老师学习，并非“班门弄斧”。即使弄几下斧，求教
于他人，有什么不好?因此而多学一些本领，又有什么不对?
如果永远不敢“班门弄斧”，人类可能还在吃生肉，披树皮。
敢于“班门弄斧”，正是求教的开始。

工人作家宗福先，就是在戏剧大师曹禺门前“弄斧”，写出
了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了全国。

我们不要怕“班门弄斧”，而要积极的去“班门弄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