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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读书笔记(汇总5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我们如何
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
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中外名人读书故事演讲稿篇一

读了这本《中外名人故事》后，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名人，
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骄人的成绩。

例如“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写了李白小的时候很调皮。有一
天，李白逃学了，他走到自己经常玩的地方——山脚下的小
河。李白看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蹲在河边的一块石头边，
拿着一根铁棒在磨。李白觉得很奇怪，便问老奶奶：“奶奶，
你辛辛苦苦地磨一根那么粗的铁棒干什么？”老奶奶
说：“我要用它做绣花针啊！”“做绣花针？”李白觉得更
奇怪了，这么粗的铁棒，怎么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那要到
什么时候啊！于是，他对老奶奶说：“若是不成，你就白费
力气了！”老奶奶却满怀信心地说：“孩子，铁杵磨成针，
功到自然成啊！”

李白说：“那你今天能磨得成吗？”老奶奶回答说：“今天
磨不成，还有明天；明天磨不成，还有后天……只要我不间
断地天天来磨，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只要有决心，世上的事什么都能成功。”李白一听恍然大悟，
他想：老奶奶的话很有道理。这和读书一样，天下的好书很
多，可是只要天天认真地读，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能把
所有的书读完！老奶奶的话像一把锤子猛击在李白的心上。
他感到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当我读到这里，我知道了读书虽



然要很长时间，但是天下的好书很多，只要天天认真地读，
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能把所有的书读完！还告诉我一个
道理：学习要靠自己努力勤学，不要偷懒。

除了李白，这本书里还介绍了许多其他名人，如孔子、屈原、
韩信、张衡、华佗、王仪之、居里夫人玛丽、爱因斯坦、海
伦·凯勒……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才成为名人的，
他们都是值得世人尊敬和学习的！

所以，我要以这些名人为榜样，向他们学习，碰到困难要勇
敢面对，长大后当一位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中外名人读书故事演讲稿篇二

1.高尔基救书

世界文豪高尔基对书感情独深，爱书如命。有一次，他的房
间失火了，他首先抱起的是书籍，其它的任何东西他都不考
虑。为了抢救书籍，他险些被烧死。他说：“书籍一面启示
着我的智慧和心灵，一面帮助我在一片烂泥塘里站起来，如
果不是书籍的话，我就沉没在这片泥塘里，我就要被愚蠢和
下流淹死。”

2.伽利略好奇善问：

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
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等
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
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
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
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
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
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
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入



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体比重等理论。

3.闻一多醉书

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一看就要“醉”。

4.华罗庚猜书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读书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拿到一本书，不
是翻开从头至尾地读，而是对着书思考一会，然后闭目静思。
他猜想书的谋篇布局，斟酌完毕再打开书，如果作者的思路
与自己猜想的一致，他就不再读了。华罗庚这种猜读法不仅
节省了读书时间，而已培养了自己的思维力和想象力，不至
于使自己沦为书的奴隶。

5.侯宝林抄书

相声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他勤奋好学，使
他的艺术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有名的语言专家。
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
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旧书摊也未能如愿。后来，他得知北京
图书馆有这部书，就决定把书抄回来。适值冬日，他顶着狂
风，冒着大雪，一连十八天都跑到图书馆里去抄书，一部十
多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

6.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
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立即拿到南
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
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
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
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



7.匡衡凿壁偷光

古时候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家境
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来一
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小
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
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8.车胤囊萤映雪

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活，夜
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书也
读不成了。他为此十分苦恼。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
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
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
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
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
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9.苏东坡

东坡学识渊博，他有一种“各个击破”的读书法。他认为一
本书每读一遍，只要理解和消化一个问题就行了;一遍又一遍
地读，就能达到事事精通。一本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而人
的精力有限，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吸收，只能集中注意力了解
某一个方面。比如想探究历代兴亡治乱的原因，那么就从这
个角度去读;要探究史实典故，就换另一个角度，再读一遍。
这个方法虽有些笨，但这样读过之后，各个方面都经得起考
验。

10.悬梁刺股

汉朝有个叫孙敬的人，从小勤奋好学，他每天晚上学到深夜，
为了避免发困，他用绳子的一头拴柱头发，一头拴在房梁上。



战国时，有个名叫苏秦的人，想干一番大事业，便刻苦读书。
每当深夜读书时，他总爱打盹。于是，他就在自己打盹的时
候，用锥子往大腿上刺一下，以提精神。孙敬和苏秦的故事
感动了后人，人们用“悬梁刺股”来表示刻苦学习的精神。

中外名人读书故事演讲稿篇三

春秋时期，卫国有个人叫孔圉，勤奋好学，而且很谦虚。他
死了以后，卫国的国君为了表彰他，并让后人学习他的好学
精神，就赐给他一个“文”的称号，所以，后来人们就尊称
他为“孔文子”。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贡，也是卫国人。他认为孔圉不像人们所
说的那样，称他为“孔文子”，似乎是有点评价过高了。他
想来想去，觉得不能理解，就去向孔子请教。

子贡说：“那个孔文子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要赐给
他‘文’的称号?”

孔子回答说：“孔圉聪明好学，勇于向地位和学识不如自己
的人虚心请教，而不会感到丢脸，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
要赐给他‘文’的称号。”子贡听孔子这样一说，猛然省悟，
顿时感到心悦诚服。

中外名人读书故事演讲稿篇四

东晋人车胤，年幼时好学不倦，勤奋刻苦。他白天帮大人干
活，夜晚便捧书苦读。可是由于家境贫寒，常常没钱买油灯，
书也读不成了。他为此非常苦恼。

一个夏夜的晚上，车胤坐在院子里默默回忆着读过的书上的
内容，忽然发现院子里有许多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空中飞舞。
他忽然心中一动，要是把这些萤火虫聚集在一起，借它们的
光不就可以读书吗？于是，他开始捉萤火虫，捉了十几只，



把它们装在白纱布缝制的'口袋里，挂在案头。从此，他每天
借着萤光苦苦地读书。

中外名人读书故事演讲稿篇五

年轻人求知欲很旺，而忍耐性不足。即以读书而论，尚未开
卷时，每有吞食全牛之概;然一遇困难，则不禁颓然而气馁。
于是浅尝偷巧的习惯油然而生，在未用自己脑力去求理解之
前，或先读别人的评论以自圆，或仅读一书的'序言而了事。
有的人更以其一知半解，从而道听途说。这是我们年轻人最
易传染的一种通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