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一个人的遭遇后续 一个人的遭遇高
中教学反思(精选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
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
一下吧。

一个人的遭遇后续篇一

《一个人的遭遇》主要是让学生知道索科洛夫的遭遇，以及
索科洛夫这样的遭遇并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具有广泛的
代表性的。这两点学生都能很好地掌握。

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衔接仍然是个问题。比如说第二课时
中让学生复述完索科洛夫的遭遇后，直接让学生找出索科洛
夫流泪的场景并分析。这显得很突兀，很不自然，可以试试
用几句话把这两个教学环节连接起来。如都说“男儿有泪不
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索科洛夫有如此悲惨的遭遇，他
有没有哭呢?请同学们找出文中描写索科洛夫眼泪的三处情
景(最后一处眼泪是描写文中的“我”的)，并加以分析。如
果这样做的话，两个教学环节就很自然地衔接起来了。

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高中教学反思（一个人的遭遇）就到这里
了，希望同学们认真阅读，祝大家学业有成。

一个人的遭遇后续篇二

《一个人的遭遇》英文名为“the memory of world war ii”是
关于二战的故事，发表于一九五六年，那时战争结束已经有



十年。这个故事是战争刚结束时肖洛霍夫遇见这样一位家破
人亡的军人，通过他的不幸遭遇构思成的。该书通过作者的
精心构思和巧妙安排，采用的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结构。就像
《一千零一夜》的创作手法一样，很好地把一个个的小故事
串起来。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引出故事，第二部分是索
科洛夫的自述，第三部分是结语。主要以第二部分为主。

肖洛霍夫能够写出这样的书和他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
出生在顿河哥萨克地区，青少年时期正直国内战争最激烈的
时候。他父亲当过店员和磨坊经理，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他仅受过4年教育，靠自学成才，是顿河哥萨克地区多姿多彩
的生活给予了后来成为作家的肖洛霍夫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上中学时因1918年爆发的国内战争蔓延到学校所在的县城而
休学。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顿河地区的斗争十分激烈和残酷。
少年时代的肖洛霍夫不仅是这场斗争的目击者而且直接参与
了红色政权组建时的一些工作1920年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
权后他热情投身新生活的建设先后当过镇革命委员会办事员、
扫盲教师、业余剧团的编剧兼演员、武装征粮队员等。所以
他笔下的主人公索科洛夫也并不是什么英雄式的人物，而是
一个普通的参战士兵。但是却有广泛的代表性。

“哥萨克”在书中经常提到。经过查阅资料我才知道他们是
俄国历史上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原先是从封建压迫下逃亡出
来的农奴、奴仆和市民，后移居边境成为自由人。十六、十
七世纪他们被俄国沙皇利用来组成骑兵，对内镇压人民，对
外对付异邦。他们可以向国库领取薪饷，终身占用土地，免
缴课税，并建立自治组织。他们和普通农民不同，他们享有
特权，世代相袭，养成了独立不羁的性格。在文章中他们的
一些言谈举止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他们的性格特征。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着看着就联想到了中国的一部作品
《活着》。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
的民族，却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经历，都经过年少的放纵堕
落、战争的残酷和亲人的离世。都是讲述在苦难面前生命力



的坚韧和顽强。但又有所不同，面对苦难，索科洛夫顽强反
抗，表现出超人的意志力，而福贵则更多的呈现出淡然和超
脱的姿态。索科洛夫在被俘后的两年中受尽折磨和屈
辱，“他们打你，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把你打死，为了让你咽
下自己最后一滴血倒下去”。但是最后索科洛夫还是想办法
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即使当他知道自己的亲人都已经离他
而去，甚至连儿子也在胜利的那一天牺牲了，他也没有放弃
生的希望，他最后领养了一个同样命苦的孩子，两个人相依
为命。主人公的这种形象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体现。俄罗
斯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民族，又
是一个善于进行战争扩张的民族。当国家受到外敌入侵时，
每个民众都能自愿的走上战场，为民族而战。

虽然题为“一个人的遭遇”但其实写的却是经历战争的一代
人的遭遇。索科洛夫的经历就是千千万万经历过战争的人们
的一个缩影。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也许现实中并不
存在这样一个人，但是她却是那么地真实，原因就在于她是
许许多多那个年代的妇女的缩影。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经历的
折磨就是所有战士受到的折磨，从一个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时代。即使是我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但我们依然可以
体味到战争的残酷。脑子里会冒出这样的想法：愿这世间再
无战争，人世永享和平。

书中特别注重烘托故事背景。在正式叙述故事之前，前面往
往会有一段环境的描写，为接下来的叙述做准备。如在《道
路》中，开篇就是“盖特曼大道沿着顿河通过草原，意志伸
展到大海。左边是倾斜的……”，另一篇文章也写到：“在
学校附近的矮墙旁，卷烟的火在黑暗中冒烟。有时候，风抓
住带火星的烟灰，轻轻地往上扬，直到火星熄灭为止。于是，
在深紫色的雪上又重又笼罩着一片黑暗和寂静，寂静和黑暗。
”书中有喜剧也有悲剧，但是感受最深的就是呈现给我们的
经常是血淋淋的画面。但我们也能够从书中体会到人性之美。
当读到主人公经过自己的努力有了善良的妻子，还有可爱的
孩子们，最后还盖了房子，我们会在心里由衷地替他高兴。



在看到阿尔谢最后和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会祝福他们，仿佛
在他们面前战争已不能将他们击垮。有一段话也使我很受感
动，看了好多次：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位虽饱经苦难，但
仍坚如栎树的三十二岁中尉两鬓银白。这种由巨大痛苦换来
的银白是那么纯洁，以致一般的白色的蛛丝落在中尉的船形
帽上，触及他的鬓发就不见了，不论我怎样仔细查看，也看
不出来。

这本书已经读过好几次，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字里行间流露出
的真情实感，没有刻意地煽情，也没有刻意地夸张，但我总
会被文章中的故事所打动。读了这本书还让我对战争有了更
多的了解，看书和影视作品是不一样的，看书可以自己想像，
而影视作品会修改历史，而且是直接的画面出来，少了可供
遐想的空间。看了这本书以后我还想去看肖洛霍夫的另一本
小说《静静的顿河》。我想这就是成功的小说吧，他会激起
你的阅读兴趣。

一个人的遭遇后续篇三

每个人，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探求着生命的价值。探求的层
面有差异，生命的境界有高下。探求的途径和方式有许
多，“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
生命价值，二是体验，籍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
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周国平)。这是正常、
健康生命的人生状态。即使是在生存线上奔波忙碌、苦苦挣
扎的人，也还总有最起码的人生支柱。爱情、亲情、友谊，
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活着意义”的充分理由。生活的苦
难，从消极方面看，使人忍耐、麻木、卑微，从积极方面看，
给人坚韧、坦然、质朴。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一个社会特征，
那些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是生命力最强的人，是最重视家
庭亲情的人，是最讲情分义气的人，是最纯粹率直的人。良
知、正义，在民间，特别是在动荡、灾难时期。

人，往往会落入了这样的不幸境地：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失



意落拓、贫困潦倒，甚至身陷囹圄了;残疾了，像史铁生一样
青春年华突然瘫痪，像海伦一样生活在一个无声黑暗的世界;
得了不治之症，眼望着死亡之神像黑鸟一样飞过来;遭遇自然
灾害和战争，家破人亡，等等。这样苦难，会让许多人失去
正面、积极、主动探求生命意义的本能。这样的苦难，每个
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人生无常，生命的本质，就是和
苦难相伴，所谓“活着就是受难”。因此，值得探讨的，不
是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苦难，而是生命在苦难中的种种表
现以及其中的精神意义。

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塑造的主人公安德烈.索
科洛夫，就为我们探求生命在苦难中的种种表现以及意义，
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在战争中被俘，生命的困境，等同于突然间遭到陷害而成
为“阶下囚”，或者是身患重病等等。所谓的“身处绝境”，
是每个生命必然的经历，区别只是厄运来得或早或迟、悲苦
时间或长或短而已。这种“绝境”，让人生几乎没有了未来
和希望，生命也容易陷入“绝望”。能够成为“绝境”中
的“逃逸者”或“幸存者”的，必定是对未来拥有希望的，
哪怕是飘渺着的一丝希望。索科洛夫在被俘后，在受到种种
折磨时，几乎每天夜里在梦中和妻子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
说许多鼓励她们的话。与其说在鼓励亲人，倒不如说是在说
服和激励自己。希望，蕴含着让自己坚持活下去的许多理由，
和亲人团聚，向仇人报复等等。苦难中的希望，最终转化为
生命的强大信念和坚强意志，这是苦难之于生命的第一层意
义。

希望，赋予了苦难生命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但我们往往会忽
视甚至蔑视另外一种和希望“如影相随”的人生态度——忍
受。忍受，似乎是负面和消极的代名词，因为，在它的后面，
是生命丧失了尊严，甚至是扭曲了人格。人类，在伦理道德
的教化中，往往会退化直至丢失生命的自然天性。忍受，是
自然生命在险恶环境中的一种自觉认命式的“退让”。寒冬



来临时，花凋谢，草枯黄，树落叶，冰天雪地里动物的冬眠，
更远一点，能在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物种，都有自觉顺应环
境的天性。能够忍受长期病苦，能够捱过漫长的黑暗岁月，
才能成为苦难的“幸存者”。索科洛夫在战俘集中营里“习
惯成自然地”形成的“把头缩在肩膀里”的细节，可以想象
得到他的“逆来忍受”。而且，忍受，往往会等来脱离厄运
的机会，如果还有一技之长的话，这种机会更多一些，索科
洛夫的司机特长，最终让他成为了胜利逃亡者。这样的“机
遇”，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更有深刻的阐述。忍受，
可以有许多的表现。有的将苦难当作“虚幻”，自我麻醉生
命苦痛;有的将苦难当作“习惯”，被迫适应险恶环境;有的
甚至表现为“配合”，主动屈从苦难对生命改变。只要不背
叛变节，不成为“帮凶”，不陷害其他苦难中的生命，这样的
“忍受”，我们要赋予它合理乃至积极的内涵，这是一
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维克多•弗来克)，是生命
力的自然本能。

生命无法回避苦难，可是，每个人，在有可能的话，都不会
去选择苦难，更不要说去歌颂苦难了。能直面苦难，已经是
个强者;能渡过苦难，是个“胜利者”。如果能经历苦难并重
视苦难的正面意义和价值的，是个“救赎者”、圣人和先哲。
所有宗教都重视苦难的意义。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儒家，就把
“苦难”和“天将降大任者”联系在了一起;西方的`宗教，
更多从“人性”和“人文主义”，去挖掘苦难的意义：两者
的内核，其实是一致的，苦难能让生命拥有“悲悯情怀”，
这是明君贤相、宗教领袖、先哲圣人的共同特征。伟大的受
难者往往会成为伟大的创造者，深重的苦难者往往升华成了
大众“救赎者”，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只担心一件
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一样，苦难可以转变为
一种高贵和圣洁。即使是平凡人，当他把苦难化为生命的大
悲悯，人性的光辉就光芒万丈。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所有
孩子的索科洛夫自觉地领养战争孤儿，“流泪也要转过身
去”的举动，我们不能停留在他在寻找新的生命寄托的层面
上去思考，更要从苦难赋予他人性升华的角度，来领悟苦难



生命的高尚品格及自觉责任。哪怕是善待一个小小的“战争
孤儿”，这也是一种大救赎。

泰戈尔说，生命，因为失去爱而拥有更多的爱。苦难，会让
一部分人超越自我，并拥有一份特殊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财富。
这也许是生命能够正视和超越苦难的最终极的宗教意义和哲
学意蕴。

一个人的遭遇后续篇四

每个人，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探求着生命的价值。探求的层
面有差异，生命的境界有高下。探求的途径和方式有许
多，“归结起来，无非一是创造，以实现内在的精神能力和
生命价值，二是体验，籍爱情、友谊、沉思、对大自然和艺
术的欣赏等美好经历获得心灵的愉悦”(周国平)。这是正常、
健康生命的人生状态。即使是在生存线上奔波忙碌、苦苦挣
扎的人，也还总有最起码的人生支柱。爱情、亲情、友谊，
任何一种，都可以成为“活着意义”的充分理由。生活的苦
难，从消极方面看，使人忍耐、麻木、卑微，从积极方面看，
给人坚韧、坦然、质朴。古今中外，都有这样一个社会特征，
那些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是生命力最强的人，是最重视家
庭亲情的人，是最讲情分义气的人，是最纯粹率直的人。良
知、正义，在民间，特别是在动荡、灾难时期。

人，往往会落入了这样的不幸境地：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失
意落拓、贫困潦倒，甚至身陷囹圄了;残疾了，像史铁生一样
青春年华突然瘫痪，像海伦一样生活在一个无声黑暗的世界;
得了不治之症，眼望着死亡之神像黑鸟一样飞过来;遭遇自然
灾害和战争，家破人亡，等等。这样苦难，会让许多人失去
正面、积极、主动探求生命意义的本能。这样的苦难，每个
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但是，人生无常，生命的本质，就是和
苦难相伴，所谓“活着就是受难”。因此，值得探讨的，不
是生命“有没有”这样的苦难，而是生命在苦难中的种种表
现以及其中的精神意义。



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中塑造的主人公安德烈.索
科洛夫，就为我们探求生命在苦难中的种种表现以及意义，
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在战争中被俘，生命的困境，等同于突然间遭到陷害而成
为“阶下囚”，或者是身患重病等等。所谓的“身处绝境”，
是每个生命必然的经历，区别只是厄运来得或早或迟、悲苦
时间或长或短而已。这种“绝境”，让人生几乎没有了未来
和希望，生命也容易陷入“绝望”。能够成为“绝境”中
的“逃逸者”或“幸存者”的，必定是对未来拥有希望的，
哪怕是飘渺着的一丝希望。索科洛夫在被俘后，在受到种种
折磨时，几乎每天夜里在梦中和妻子伊琳娜，跟孩子们谈话，
说许多鼓励她们的话。与其说在鼓励亲人，倒不如说是在说
服和激励自己。希望，蕴含着让自己坚持活下去的许多理由，
和亲人团聚，向仇人报复等等。苦难中的希望，最终转化为
生命的强大信念和坚强意志，这是苦难之于生命的第一层意
义。

希望，赋予了苦难生命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但我们往往会忽
视甚至蔑视另外一种和希望“如影相随”的人生态度——忍
受。忍受，似乎是负面和消极的代名词，因为，在它的后面，
是生命丧失了尊严，甚至是扭曲了人格。人类，在伦理道德
的教化中，往往会退化直至丢失生命的自然天性。忍受，是
自然生命在险恶环境中的一种自觉认命式的“退让”。寒冬
来临时，花凋谢，草枯黄，树落叶，冰天雪地里动物的冬眠，
更远一点，能在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物种，都有自觉顺应环
境的天性。能够忍受长期病苦，能够捱过漫长的黑暗岁月，
才能成为苦难的“幸存者”。索科洛夫在战俘集中营里“习
惯成自然地”形成的“把头缩在肩膀里”的细节，可以想象
得到他的“逆来忍受”。而且，忍受，往往会等来脱离厄运
的机会，如果还有一技之长的话，这种机会更多一些，索科
洛夫的司机特长，最终让他成为了胜利逃亡者。这样的“机
遇”，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更有深刻的阐述。忍受，
可以有许多的表现。有的将苦难当作“虚幻”，自我麻醉生



命苦痛;有的将苦难当作“习惯”，被迫适应险恶环境;有的
甚至表现为“配合”，主动屈从苦难对生命改变。只要不背
叛变节，不成为“帮凶”，不陷害其他苦难中的生命，这样的
“忍受”，我们要赋予它合理乃至积极的内涵，这是一
种“内在的精神自由和真实自我”(维克多•弗来克)，是生命
力的自然本能。

生命无法回避苦难，可是，每个人，在有可能的话，都不会
去选择苦难，更不要说去歌颂苦难了。能直面苦难，已经是
个强者;能渡过苦难，是个“胜利者”。如果能经历苦难并重
视苦难的正面意义和价值的，是个“救赎者”、圣人和先哲。
所有宗教都重视苦难的意义。二千多年前，中国的儒家，就把
“苦难”和“天将降大任者”联系在了一起;西方的`宗教，
更多从“人性”和“人文主义”，去挖掘苦难的意义：两者
的内核，其实是一致的，苦难能让生命拥有“悲悯情怀”，
这是明君贤相、宗教领袖、先哲圣人的共同特征。伟大的受
难者往往会成为伟大的创造者，深重的苦难者往往升华成了
大众“救赎者”，一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我只担心一件
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一样，苦难可以转变为
一种高贵和圣洁。即使是平凡人，当他把苦难化为生命的大
悲悯，人性的光辉就光芒万丈。在战争中失去了妻子和所有
孩子的索科洛夫自觉地领养战争孤儿，“流泪也要转过身
去”的举动，我们不能停留在他在寻找新的生命寄托的层面
上去思考，更要从苦难赋予他人性升华的角度，来领悟苦难
生命的高尚品格及自觉责任。哪怕是善待一个小小的“战争
孤儿”，这也是一种大救赎。

泰戈尔说，生命，因为失去爱而拥有更多的爱。苦难，会让
一部分人超越自我，并拥有一份特殊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财富。
这也许是生命能够正视和超越苦难的最终极的宗教意义和哲
学意蕴。



一个人的遭遇后续篇五

战争中，受害最大的永远都是平民。

索科洛夫，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本该过着一个普通的生活，
然后，平淡地老去，可是战争，让他的命运变得多灾坎坷。

先是17岁那年的十月大革命，再是1922年大饥荒。然后是卫
国战争。在一场场战争中，他先后失去了他最亲最爱的人，
以及他靠自己的艰辛积累起的财富。

小说中最打动人的我想应该是索科洛夫在灾难面前坚强不屈
的表现和刚毅的性格。在俘虏营里，他夜夜梦见与家人对话，
渴望有一天家人团聚，便以此为精神支柱，鼓励自己活下去。
然而，命运却和他开了个莫大的玩笑，等他好不容易逃出，
却得到了妻子和女儿们早已在两年前被敌军的战火炸死了的
消息。和一般人一样，索科洛夫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希望
这一切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不过，在知道妻子女儿罹难后三个月，索科洛夫收到了前线
的一封信，是他的儿子阿拿多里寄给他的，在信中告诉了他
自己的情况。因为儿子的成就，索科洛夫的情绪又好转起来，
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又像太阳从乌云里出来那样喜气
洋洋啦。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唯一的儿子上，甚
至在夜里也做着老头儿的梦：战争一结束，给儿子娶个媳妇，
自己和他们住在一起，干干木匠活儿，抱抱孙子。这是作一
个父亲最普通的，也是在平常生活中最易实现的一个梦想啊。
可是战争，让这注定无法实现。

在战争胜利的那一天，阿拿多里被德国的一个阻击兵打死了，
被打死的还有他的梦想。

我不知道最后索洛科夫是怎样坚持住的。在面对儿子死去的
肉体，那个不久前还是个鲜活的生命的最后亲人，他没有哭，



他的眼泪已经在心里干枯了。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索
洛科夫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

复员后，他没有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的
坚强，那片曾经带给他幸福和欢乐的土地，现在只能带给他
无限的的痛。

这个受伤的灵魂，如果事情没有出现转机的话，我不知他还
能否支撑这么久。

在乌留平斯克，索科洛夫爱上了喝酒的不良嗜好。失妻丧子
的痛苦夜夜折磨着这个在战争中过早上了年纪的男人，而他
只能靠喝酒来缓解。不过，索科洛夫却因此领养了一个新儿
子，一个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流浪孩子，凡尼亚。当凡尼
亚听到索科洛夫说他是自己的父亲时，激动得全身哆嗦，紧
紧得贴着索洛科夫。索洛科夫也因为这激动得全身打战，两
手发抖……那是多么久违的一种感觉，在这尘世上终于有了
一个和自己可亲的人，又有了家的感觉。战争，让这两颗孤
苦伶仃的心紧紧贴在一起。凡尼亚成了索科洛夫活下去的最
后支柱。

整个小说里，最可怜的还是索洛科夫。凡尼亚毕竟还小，对
人世还有许多不知的一面，他受伤的心，我想最后一定能被
索科洛夫的爱治好。可是索科洛夫呢?这个在战争中饱受精神
和肉体伤害的男人。白天，他可以装得很坚强，然而夜里，
他天天梦见死去的亲人，半夜醒来，总是将整个枕头湿透。

其实索科洛夫只是当时被战争所害的平民中普通的一个。战
争总是给人民带来无限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