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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炉，原指金属重新熔化提炼，现也比喻人重新接受教育
和培养。《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人，但很快就后悔
了。上帝觉得人有“原罪”，应该“回炉”。终身教育的理
念告诉我们，应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关于“回炉”，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
考？ 

材 料 细 读 
cai liao xi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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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汇 聚 
gua
n 

dia
n 

hui ju 

1.回炉再造，突破自我。 
2.回炉再造，提升自我。 
3.不断“回炉”，脱胎换骨。 
4.保持“回炉”习惯，重铸完美自己。  
5. “回炉”之我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重新接受教育和
培养的必要性。 
6.时常回炉，不断学习。 
7.认清缺陷，高效“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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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汇 聚 
gua
n 

dia
n 

hui ju 

8.理性“回炉”，莫要盲目跟风——“回炉”热的冷思考。 

9.回炉回炉，是为了练就金刚不坏之身3.不断“回炉”，脱胎
换骨。 

10.回炉之我见。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g min
g 

想学作文立意小技巧？请关注 

 “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作文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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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回炉，原指金属重新熔化提炼，现也比喻人敢于自我反省剖析，
重新接受教育和培养，进而获得自我提升甚至本质改造。当下时代需要每个
人具有勇于“回炉再造”的精神，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张泉灵曾说，时代抛弃你时，连声招呼都不打。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
背景下，从大数据云端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在不断地更新升级。人们有目
共睹的是电商平台对实体商业的冲击，人工智能对传统服务行业的冲击，手
机移动支付对银行业的冲击。如果你满足于当下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并以所
学去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无疑会渐渐落后甚至被淘汰。由此可见，回
炉再造、发展自我，是跟上时代发展的重要途径。 

那么回到哪里再接受锻造呢？“炉”不再局限于实体的有限空间， 

刘静：回炉再造，突破自我。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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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而虚化成为自身对专业、兴趣等的学习需求，可以是兴趣的横向展
开，亦可以是专业的深入拓展。你必须有一项傍身技能来抵御这个世界的风
云变幻。这就要求我们居安思危、克服惰性，跳出安于现状的稳定区、舒适
区，且意味着克制、拒绝、自律、坚持甚至经受痛苦。巴尔扎克说：“人生
有些关口非狠狠地斗一下不可，不能为了混口饭吃而蹉跎了幸福。那些从来
都敢于逃离舒适圈，突破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掌握了快乐密码的人。” 

“当然，回炉再造不应是遭受失败打击之后被动的无奈之举，亦不应是
对自我的全盘否定与倾覆，而应是我们将眼光放长远，主动对自我进行的优
化，是为适应社会做出的积极调整。相信那些在当下能抽出时间，静下心来
重新学习，认真打磨自己的人，不仅生活上会很愉快，精神上也会有着前所
未有的充实感。 

 

刘静：回炉再造，突破自我。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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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超：回炉再造，提升自我。 

(1/3)回炉可以提升金属品质。回炉再造，去除了金属长时间运作中产生
的垃圾，使其焕然一新，然后可以作为部件更高效地投入到运转工作中去。
物犹如此，人何以堪？ 

人生一世，接受教育，不断成长，但社会、知识发展太快，稍有松懈，就
容易进入舒适区，故步自封，甚至止步不前。因此，适时回炉再深造、提升
自我，很有必要。 

回炉就是不断反省，可以重塑人格，增强自我修为，拓展人性格局。《圣
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创造人，但很快就后悔了。上帝觉得人有“原罪”，
应该“回炉”。基督教认为，人生而有罪，这里罪的内涵其实是“过度的欲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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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超：回炉再造，提升自我。 

(2/3)望”。回炉，就是剔除过多欲望，恢复理性的过程。朱熹曰，“存
天理，灭人欲”。这与圣经思想相同，即都是要遏制欲望的膨胀，让人在
理性的框架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王阳明不断回炉反思，博古通今，格物致知，终成经世致用的一代大
儒。苏轼在一次次贬谪中回炉再造，也终于豁然顿悟，于一蓑烟雨中淡然
面对，宠辱不惊，居庙堂则心怀天下，处江湖则造福苍生。 

回炉就是坚守终身教育的理念，不断学习新知识，拓展视野。社会发
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也是一日千里，一日不学习眼界就会狭窄，一年不
学习就会闭塞落伍。树立适时回炉、终生教育的理念，就能为我们提供必
要的知识和技能，也方能在关键时刻大显身手。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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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超：回炉再造，提升自我。 

(3/3)袁隆平在稻田里实践，在数据理论中回炉，并且不断学习世界最先
进的研究成果，反复思索，终于用知识奋斗充实了中国人的粮仓。那一亩增
产千斤的水稻，就是对知识劳动最好的回报。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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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崇宾：不断“回炉”，脱胎换骨。 

(1/2)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练就了识妖辨怪
的火眼金睛。而人也一样要有“回炉”的心态，不断锤炼自己，练就自己
的“金刚不坏之身”。 

“回炉”即是回到自己曾经求学、奋斗或工作的地方，遇到过去的那个
自己，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味那段青春年少的酸甜苦辣咸。“回
炉”就是让自己永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永驻年轻的心态，实现思想的蜕
变。 

当离开校园、进入社会时，你会发现你在校园中所学到的知识远远不够
应付工作、人生和社会所需，如果自己还有上进心的话，你会后悔青春年
少时曾蹉跎的岁月，恨不能再重新上一次大学，救赎轻狂的青春；如果你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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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崇宾：不断“回炉”，脱胎换骨 

(2/2)能不断反思，你会发现自身仍存在诸多的不足，这些都需要我们
“回炉”，将自己淬炼成钢！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社会，科技发明日新月异，思想观念变幻更迭，知
识文化瞬息万变。如果一个人不想被社会和时代抛弃，就要不断更新自己
的知识体系、思维品质和技术技能。“回炉”就是时刻让自己保持“归零”
的心态，以及“敬畏”的心态。 

“回炉”的过程必定是痛苦的，它需要你不断反思、批判自己，或与现
在存在问题的自己战斗，或要摆脱自己现在的“舒适区”，但请相信，经
过烈火的焚烧，你一定会“凤凰涅槃”！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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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金：保持“回炉”习惯，重铸完美自己。 

金属经过回炉，重新熔化提炼，会成为崭新的自己；人重新接受教育和培
养，能使自己的知识变得渊博，能力得到提高。荀子在《劝学》开篇即言：
“学不可以已。”强调的就是人的一生都要不断地进行学习的道理。人只有
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才可做到“知明而行无过”，进而达到“神明自得”
的境界，具备一颗圣心，实现精神上的愉悦。知识不是固化的，它随着时代
的发展时刻进行着更新，新时期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知识更新更是一日千里，
人们必须及时更新知识观念，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如果仅仅固守自己
既得的那点知识，满足于自身的那点能力，不知学习，势必会惨遭社会淘汰。
要知道，社会是个大熔炉，各种各样的新知识、新观念充斥在我们周围，只
要我们想学习、善于学习，并能保持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就一定会在这个
大熔炉中得到锤炼，实现自身的华丽蜕变。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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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家的兴旺在于科技，科技的兴盛在于教育。教育必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因此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回炉”重新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必要性。 

幸运的是，我们国家如今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孩子们都可以脱离蒙
昧无知，用知识开化心灵，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中国人对于接受教育的观念认
识有偏颇，只认为在青少年阶段好好学习即可。即使有些不得已的学习也仅
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如今知识的更新变化
加速，我们不仅需要不断地学习，更需要在学习中去创造，去开拓新路。 

杨振宁从实验物理到理论物理，鲁迅从学医到从文，沈从文放弃优美的
文笔转入对古代服饰的研究，他们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都是在新的
学习中找到了另一种技能，他们在救赎原罪的过程中重新“回炉”，在“回 

郝新允： “回炉”之我见：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有重新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必要性。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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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炉”的过程中孜孜以求、兀兀穷年，开拓出了自己的人生新路，展现
出了另一种人生的靓丽风采。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既有惑，便要不断学习，从而解惑；
若“惑而不从师”，那便只能终身糊涂。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可
见他们对不断接受教育和培养的重视；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相对于知识的海洋，我们的所知仅是一滴水，为了使我们的“胸中之墨”能
晕染得更美，这滴水必须越来越大，可有人偏不懂这个道理，如江淹之流中
晚年时沉溺于酒宴，而不去“灌水”，结果“江郎才尽”；但白石老人深悟
其道，生命不息，追求不止，晚年三易画风成为美谈。正如流水无尽期，学
习也是无止境的。只有不断地学习，成功才有可能；也只有不断地重新接受
教育和培养，人生才会更加靓丽。 

郝新允： “回炉”之我见：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有重新接受教育和培养的必要性。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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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学习是永无止境的。即使再有学问的人，
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史学家，都不敢说他们已经学完了全部知识。现代教育提
倡终身教育之理念，即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
和技能，名之曰“回炉”。其实，终身教育也好，终身学习也罢，自古使然。
故荀子劝学，而隆礼乐；孟子著书，以明诗书。其宗旨，皆在于树立终身教
育、终身学习的范本。故而学问之大者，应继续学习，亦称之为“回炉”。
孔子晚而读易，韦编三绝，便是成例。细究回炉，原指金属重新熔化锻造，
用来指代人重新接受教育培养，正合意旨。《旧约创世纪》载：“上帝造人，
很快就后悔了。上帝觉得人有原罪，应该回炉。”即指当人们学有所成时，
如果剑走偏锋或者为了防患于然，也都应当回炉重造。中央多次强调干部要 

艾鹏：时常回炉，不断学习。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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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回炉再造，“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
回避矛盾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中流击水，不进则退。我们青年学子更应该懂
得这个道理，应该时常回炉重造，不断学习，磨炼自己。 

艾鹏：时常回炉，不断学习。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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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认清缺陷，高效“回炉”。 

(1/2) “回炉”是必须的。在构建终身学习社会的大背景下，回炉是给自身
充电的一种重要方式。社会飞速发展，知识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一个人在学校
所学的知识也在快速老化，不提升自己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满足不了工作
的需要。 

但是，回炉不可盲目。回炉前须先认清自身弱点和不足，然后选准能弥补
自己缺陷的方向，精准回炉，高效回炉。杨澜作为央视著名主持人，将《正大
综艺》栏目主持得有声有色，然而她却放弃了这个舞台，出国留学，回炉进修，
充实自己。是工作经历让杨澜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所以她才有了辞职回
炉的大胆举措；也正是因为她的回炉充电，才有了后来创办《杨澜访谈录》、
创建阳光卫视等辉煌成就。回炉让杨澜保持了积极进取的年轻心态，活出了人
生的优雅与从容。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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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认清缺陷，高效“回炉”。 

(2/2)认清社会发展的形势，认清自身的缺憾与不足，有针对性地精准“回
炉”，这样的回炉才高效，才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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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娟：理性“回炉”，莫要盲目跟风——“回
炉”热的冷思考。 

(1/2)在信息爆炸时代，知识更新频率加快，面对日益更新的科技知识，终
身学习应运而生。当前，回炉成了热门话题，也成了专业成长必经历程，貌似
不回炉就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我想说，回炉很有必要，但回炉前要冷静思考，想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不需
要回炉，哪些方面应该回炉，哪些方面不能回炉，回炉再造出来的自己一定就
更好吗，等等。 

对于因为知识的更新换代而造成的专业技能落后，回炉很有必要。但有关
职业理念的回炉，则需要慎重对待。因为大众潮流不一定就代表社会发展的正
确方向，特别是若接受了三观不正的回炉，便是害人匪浅，对此我们要全力抵
制。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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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凤娟：理性“回炉”，莫要盲目跟风——“回
炉”热的冷思考。 

(2/2) 回炉，是对专业成长的再锻造，但回炉后出来的不一定就是精品。对
待回炉，不能人云亦云、随波追流，而一定要明确自己的方向，找准回炉的对
应点，精准回炉，如此才能收到再造的效果。 

回炉要理性，莫要盲目跟风。 

 

名 师 争 鸣 
min
g 

shi zhen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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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瑞杰：回炉回炉，是为了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孙悟空作为石猴，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在太上老君1200度的八卦炉里发
生了玻璃化，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后踢翻八卦炉，被压五行山，碳酸钙变成
氧化钙，氧化钙吸雨水变成氢氧化钙，西行之路，八十一难考验，不断吸收二
氧化碳，最终变成了碳酸钙，有了金刚不坏之身。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不断的回
炉打造，然后打造回炉，最终修成正果。 

反复修炼让悟空成佛，而反复回炉才能让人成为人才。回炉的过程是痛苦
的，成佛的过程是幸福的，所以适时的回炉是必须的。 

回炉，是为了练就金刚不坏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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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者，社会也。纵观当下，“炉”正在变，用“一日千里”不足形容
其快；用“一日万变”不足形容其繁。迭代升级、跨界“打劫”、“智能天
下”……让每一个人在面对社会时失去了“全能角色”。越来越庞大的社会，
让每个人都成为其无数分工的一个“小数点”，而且是越来越小的“小数
点”。你敢说你能全面把握每个社会层面？你敢说你能把握每个职业？你敢
说今天你能适应社会，明天你还能？敢说能的人，只是为人徒增笑料而已。
“炉”在变，我们亦要变。 

对单个个人来说，“上帝视角”是可以有的，但“上帝能力”是我们所没
有的。对于长久从事某个专业的我们，会不会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失去对 

回炉之我见 

唐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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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的感知、了解和把握，从而失去对未来社会的判断力，进而无法适
应社会？毋庸置疑，这样的人很多。因为专业，我们可能会有深度；也可
能因为专业屏蔽，让我们失去对“炉”中其他专业亮光的关注；更可怕的
是当我们自己的专业已经被“炉”烧得没有后路时，我们竟还洋洋得意。
这时，我们就需要“回炉”，需要打破自我的封闭，接受更新的理念，开
拓更广的视野，接受“炉火”的重新烧铸，去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 

现代公司的寿命平均是5年，这说明什么问题？最能说明的问题是这些
公司的团队已经不适应“炉”的变化。当年的手机王者诺基亚，今天我们
还能看到吗？雄霸天下的索尼照相机，现在我们还能找到吗？谁能想到
“康师傅”方便面会被“美团”取代？庞大的中国移动被小小的“Wi-Fi”
打得狼狈不堪，就连腾讯内部的“QQ”也被其微信折腾得摇摇欲坠……当
一个团队被眼下的利益遮住前行的方向时，这个团队也需要回炉了。“回
炉”过程是团队重新选择的过程，是其去除冗杂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其重
铸生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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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当年的大清国，当全体民众都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荣光中时，世界这个
“大炉”早已发生变化；当我们踉踉跄跄地被鸦片战争带入世界“大炉”时，
我们付出的是近百年丧权辱国的代价。很幸运的是，经过百年流血，我们中华
民族认识并坚持着中国不能离开世界这个“大炉”的原则，并努力在今天这个
“大炉”中焕发光彩，从而使国家越来越强盛。今天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在
“中国梦”的映照下使我们逐步走进了“炉”的中间，这不仅仅是“回炉”，
更是给世界这个“大炉”更闪耀的光辉，这光辉是因我们而有的！ 

上帝觉得人有“原罪”，应该“回炉”。那我们的原罪是什么呢？是“狭
隘”，是“偏执”，是“短视”。当一个人能在“炉”中消除个人狭隘、一个
团队能在“炉”中消除偏见、一个国家能在“炉”中消除短视时，恐怕上帝也
该微笑了吧！因为这样的人、这样的团队、这样的国家是社会这个“大炉”中
永恒的创新者、永远的创造者、永续的引领者。而成为这样的人、建立这样的
团队、建设这样的社会就是我们青年奋斗的方向，也是我们自身最高价值实现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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