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 励志故事演
讲稿(实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篇一

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免不了都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熊嘎
婆吃小孩子》。也不知道是大人们有意地吓唬不听话的孩子，
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那时
候，在幼小的心灵里，“熊嘎婆”就是妖魔的化身，鬼怪的
缩影。孩子们提及色变，人人惊恐胆寒。

听说，在很久很久也前，山上住着一位姓熊的阿婆，专干吃
小孩的勾当，人们就叫她“熊嘎婆”。一天，“熊嘎婆”打
听到有一户人家，大人不在家，只有姐弟俩在。“熊嘎婆”
心中大喜，于是她来到姐弟俩家，嘘寒问暖，骗取了姐弟俩
的信任后，晚上住在了姐弟俩家。夜里，“熊嘎婆”对姐弟
俩说：“你们谁的虱子少，谁就和我睡在一起。”姐姐看
到“熊嘎婆”鬼异可怕，脱衣服时发现了它身上长有很深的
毛发，与熊很相似，不想和她睡在一起，便在衣袋里装了些
米，姐姐把衣服脱下来在火堆上一烤，只听到嚓、嚓、嚓像
虱子被烤爆的响声。“熊嘎婆”就说：“那我就和小弟弟睡
在一起吧。”

半夜里，姐姐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于是就问：“阿婆
你吃的是什么呀？”“熊嘎婆”说：“我吃的是干胡
豆。”“给我也吃点吧。”姐姐对“熊嘎婆”说。“熊嘎
婆”很不情愿地递了一点给姐姐，姐姐一看是弟弟的手指头，
被吓出一身冷汗。姐姐不敢发出声音，她知道“熊嘎婆”吃



完弟弟就要吃自己。原来这个“熊嘎婆”不是人是只有经验
的老熊，它化妆成一个老太婆瞒过了这姐弟俩。姐姐醒悟过
来，暗暗策划着怎样对付这个凶恶的妖魔。

小时候听了这个故事，看到龇牙咧嘴的人就想到了“熊嘎
婆”。怕遇上“熊嘎婆”，我不想把内心的恐惧憋在心里，
我又把这个故事在伙伴中传播复制。其实伙伴们早就知道，
心里也很明白，只是心里害怕不敢说出来而已。

每当伙伴们来到氤氲四散的山谷里，听到一点异样的响动，
如果有人喊：“熊嘎婆来了。”大伙准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四处逃离。小一点儿跑不快的伙伴就会哇哇大哭，拼命叫喊。

时间湮没了滚滚的岁月，儿时的伙伴相继离散，偶得相聚，
有人也会大叫一声：“熊嘎婆来了。”可这时没有人会再被
吓跑，也听不到那些惊恐的呼叫，取而代之的是哈哈的笑声。

现在我也想不明白，这个荒诞可笑的故事，居然在那个时代
能有它的一席之地。想想今天的孩子，谁还会相信这个可笑
的鬼故事呢？也许今天的孩子们有他们的故事，在他们的心
灵深处有他们的秘密。

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篇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超越死亡》。

这是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

两年前，胃不适的姐姐在市立医院做了胃镜。三天后她去看
病时，门诊台的护士看了一眼她的病理报告，迅速将单子叠
起来夹进病历本中，并问：“你多大了？”过分的关切倒使
她生疑。在去诊断室的路上，她打开了报告单：“低分化腺



癌”。她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大相信，但，这是科学！

生命是什么？是粗犷与典雅的抒情诗，还是庄重而浪漫的交
响曲？是令人为之倾倒的山水丹青，还是扑朔迷离的司芬克
斯之谜？……当我们呱呱坠地，第一声啼哭时，这是生命的
破晓鸡啼，这是生命的宣言书。我们在自己的哭声里诞生，
又在别人的哭声里走向墓地。生命的两端都浸泡着泪水，生
与死只有一步之距。但两者之间却又有着广阔的空间，可能
是辉煌，也可能是黯淡。

我们的生命应是坚劲的犁桦，而不是弱不禁风的林黛玉手中
的花锄．我们的生命中应有雄浑磅礴的黄钟大吕，而不是嘈
嘈切切的丝竹管弦，我们生命的潮汐惊涛裂岸，我们青春的
岩浆灼灼奔涌。

于是，她在积极配合医生治疗的同时，选择了体育锻炼之路。

她在日记中写道：“像鸿鹊飞越山岭，像骆驼穿越沙漠，高
洁的志向和持久的耐力，始终是生命价值的两个筹码。”好
心的人们劝慰她时，她总是说，生命决不只是绿叶拥簇的红
花，更多的是在荆棘杂草中远征的苦涩；生命决不只是对春
华秋实的满足，而更多的是对夏暑冬寒的承担。

几历寒暑，几经苦斗，几经锻炼，姐姐终于战胜了病魔，超
越了死亡，赢得了青春。如今她已进人山东师大学习，去完
成人生新的跨越。

这是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这是一首“锻炼——健康”的`凯
歌！

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篇三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生命是“1”》。

布莱恩让是泰国著名耍蛇人，且他耍的不是一般的蛇，而是
令人毛骨悚然的剧毒眼镜蛇。

1998年，26岁的布莱恩让和一千条眼镜蛇同在一个玻璃柜
中“同居”了整整7天而安然无恙，创下当时的吉尼斯纪录，
被誉为世界“蛇王”，闻名全球。

2004年3月19日，泰国气候炎热，空气沉闷。许多人从曼谷开
车赶赴布莱恩让的住所，观看他高超的耍蛇技艺。布莱恩让
和往常一样，把一条条“驯服有素”的眼镜蛇从竹筒里倒出
来和他一起表演。其间，一条眼镜蛇屡次不听“号令”，蜷
盘着长长的身子赖在舒适、清凉的竹筒里，但抵挡不住主人的
“威逼利诱”，很不情愿地登台表演。布莱恩让十分娴熟地
操控着几十条眼镜蛇，任它们自由灵活地游弋、穿行并缠绕
在自己的身体上。突然，就是刚才企图赖在竹筒里偷懒的那
条蛇，猛地对布莱恩让发起攻击，在他的胳膊肘上咬了一口，
鲜血立刻流了出来。观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坏了，诧
异地叫出声来，纷纷提醒并劝说布莱恩让去医院治疗。布莱
恩让脸上显出几分尴尬，额上沁出许多汗珠，但他却装做什
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着表演。可是，观众们发现，布莱
恩让原本从容、利落的动作逐渐凌乱、迟钝，且大汗淋漓。
大家再次劝阻他停止表演，赶紧救治。然而，布莱恩让尽管
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仍强撑
着坚持摇头说：“不行，没事的。我的表演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差错和失误……”接下来，他的情形越来越糟糕，而
他却坚持不肯中断表演。大家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一番后，
心照不宣地纷纷快速离去，好使布莱恩让抛却“面子”，抓
紧时间救治。

观众刚一离开，布莱恩让就像醉汉一般倒在地上。家人连忙
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可是，医生检查后却十分痛心地说：
眼镜蛇的毒素已侵袭了他的整个中枢神经和心脏。年仅34岁



的蛇王布莱恩让停止了呼吸，一命呜呼。曾经的荣誉和称号，
随着他生命的终结，成为永久的.回忆。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无人需要的'数字》。

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师。

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校舍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
学生最多时也没过百，一片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
们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

加上伯明罕，学校共有三名教师，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不了
学校的艰苦和荒凉，相继离开了学校，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
的教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

伯明罕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
天真烂漫的学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他吃住都在学校，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除了学生，一年难
得见到几个人，这些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令他受不了的
是，每年他都得几次徒步40里地到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
表。

有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毫无一点用处。

比如有一个报表要求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积，自
从伯明罕来到这个乡村学校，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方
米的增减。



伯明罕有一次负气地拒送这张表格，没过多久，教育部门就
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校，警告伯明罕说，如果
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报表，他们就将关闭这所学
校。

从那以后，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不满，但再也不敢怠慢。

前几年，伯明罕都是如实地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表格送上
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任何反应。

这一年，伯明罕突发奇想，决定变化一下数字，他将校舍面
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字填在了报表上，报上去后仍然没有得
到任何反馈。

第二年，他将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仍然是没
人理睬。

此后数年，他都如法炮制，一次增加一倍，不断膨胀的数字
丝毫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

直到有一年，伯明罕望着自己填写的数字，决定计算一下，
如果自己的学校真有这么大面积校舍的话，那究竟有多大。

计算出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他上报的“学校”太大了，不
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教堂，而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一所学
校，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

伯明罕暗自猜测，校舍面积不断扩大符合教育官员的要求，
所以虽然没有任何反馈，但也没人来学校找事。

如果将校舍面积缩小，教育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查访呢?伯明罕
将大得惊人的校舍面积缩小了一半报了上去，几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人理睬。



以后几年，伯明罕都成倍缩小数字，直到他告别学校，都没
有见到教育官员的影子。

伯明罕最终明白，他所上报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其实根本没
有一个人会哪怕是心不在焉地瞄上一眼，没有人需要这个数
字，他们需要的只是那张报表，不，他们连报表也不需要，
需要报表的是流于形式的所谓的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

多年以后，伯明罕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他
说：“我渐渐认识到：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并不可恶，
可恶的是那些随意制订并机械而刻板地使用它们的官员们。

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帮助是，它让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
领悟到了——什么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官僚?!”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袁隆平的励志故事视频篇五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有始有终，定能成功”。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经在中学当教师，有一天他对班里
同学说，我们来做个甩手游戏吧。游戏很简单，就是把手使
劲往前甩三百下，再往后甩三百下，但要求每天都这样做。
同学们纷纷说这个游戏容易，保证能做好。一个星期以后，
苏格拉底问同学们游戏完成得怎么样？同学们全都举起了手。
一个月以后，当苏格拉底再做统计时，全班仍有百分之九十
的同学在坚持做。一年以后，当苏格拉底在课堂上再次向大
家了解情况时，只有一位同学举起手，他就是后来成为大哲
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中，凭



着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自觉锻炼自己的意志，终于在哲学
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仍然放射
着智慧的光芒。

同学们，这个甩手游戏从动作上看很简单，但每天坚持，却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需要持之以恒的精神。这个故事告诉我
们，做事情要有始有终，绝不能半途而废，如果我们能养成
这样的好习惯，就一定会取得好成绩。人们常说，在科学之
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敢于在崎岖的小路上不断攀登的
人，才能到达希望的顶点。让我们认准自己的努力目标，坚
持不懈地努力，不断地鼓励自己，这样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
的喜悦和收获的快乐。后，我送给大家一句法国生物学家巴
斯德的名言：“告诉你使我达到目标的奥秘吧，我惟一的力
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