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成语中的名人故事研究报告(大
全5篇)

报告材料主要是向上级汇报工作,其表达方式以叙述、说明为
主,在语言运用上要突出陈述性,把事情交代清楚,充分显示内
容的真实和材料的客观。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
报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成语中的名人故事研究报告篇一

在我们身边,常常听到很多名人的名字。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
成语故事书。上次我们刚写完了自己姓氏名人的研究报告。
这次我们就要继续探索“"”。多些了解我我们身边“”吧！

二、调查方法。

1、网上浏览。

2、查阅有关报刊。

3、阅读有关书籍

在我们身边,常常听到很多名人的名字。相信大家也看过不少
成语故事书。上次我们刚写完了自己姓氏名人的研究报告。
这次我们就要继续探索“"”。多些了解我我们身边“”吧！

1、网上浏览。

2、查阅有关报刊。

3、阅读有关书籍



调查方法涉及资料获得信息

1、（上网）（成语名人）

四面楚歌、破釜沉舟——项羽刮目相看——吕蒙

三顾茅庐、鞠躬尽瘁——诸葛亮一鼓作气——曹刿

投笔从戎——班超负荆请罪——廉颇

完璧归赵——蔺相如凿壁借光——匡衡

指鹿为马——赵高纸上谈兵——赵括

精忠报国——岳飞闻鸡起舞——祖逖

入木三分——王羲之卧薪尝胆——勾践

乐不思蜀——刘禅图穷匕见——荆轲

胯下之辱——韩信煮豆燃萁——曹植

一字千金——吕不韦

2、（上网）（成语故事

《不耻下问》《悬梁刺股》

《囊萤映雪》《一饭千金》

《凿壁偷光》

《望梅止渴》

3、(上网)()



《一饭千金》

韩信小时家中贫寒，父母双亡。他虽然用功读书、拼命习武，
然而，挣钱的本事却一个也不会。迫不得已，他只好到别人
家吃“白食”。为此常遭别人冷眼。韩信咽不下这口气，就
来到淮水边垂钓，用鱼换饭吃，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淮水边
上有个老奶奶为人家漂洗纱絮，人称“漂母”。她见韩信挨
饿挺可怜，就把自己带的饭分一半给他吃。天天如此，从未
间断，韩信发誓要报答漂母之恩。韩信被封为“淮阴侯”后
对漂母分食之恩始终没忘，派人四处寻找，最后以千金相赠。
这就是“一饭千金”成语的来历。

1、《望梅止渴》

有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天气热得出奇，骄
阳似火，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部队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行
走，两边密密的树木和被阳光晒得滚烫的山石，让人透不过
气来。到了中午时分，士兵的衣服都湿透了，行军的速度也
慢下来，有几个体弱的士兵竟晕倒在路边。

曹操看行军的速度越来越慢，担心贻误战机，心里很是着急。
可是，眼下几万人马连水都喝不上，又怎么能加快速度呢？
他立刻叫来向导，悄悄问他：“这附近可有水源？”向导摇
摇头说：“泉水在山谷的那一边，要绕道过去还有很远的路
程。”曹操想了一下说，“不行，时间来不及。”他看了看
前边的树林，沉思了一会儿，对向导说：“你什么也别说，
我来想办法。”他知道此刻即使下命令要求部队加快速度也
无济于事。脑筋一转，办法来了，他一夹马肚子，快速赶到
队伍前面，用马鞭指着前方说：“士兵们，我知道前面有一
大片梅林，那里的梅子又大又好吃，我们快点赶路，绕过这
个山丘就到梅林了！”士兵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嘴里，精
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

2、《望梅止渴》此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假谲》。成语“望



梅止渴”，比喻用空想安慰自己或他人。曹操利用自己的智
慧去引诱自己或他人。

成语中的名人故事研究报告篇二

东晋时代，秦王苻坚控制了北部中国。公元383年，苻坚率领
步兵、骑兵90万，攻打江南的晋朝。晋军大将谢石、谢玄领
兵8万前去抵抗。苻坚得知晋军兵力不足，就想以多胜少，抓
住机会，迅速出击。

谁料，苻坚的先锋部队25万在寿春一带被晋军出奇击败，损
失惨重，大将被杀，士兵死伤万余。秦军的锐气大挫，军心
动摇，士兵惊恐万状，纷纷逃跑。此时，苻坚在寿春城上望
见晋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再北望八公山，只见山上一草
一木都像晋军的士兵一样。苻坚回过头对弟弟说：“这是多
么强大的敌人啊！怎样能说晋军兵力不足呢？”他后悔自我
过于轻敌了。

出师不利给苻坚心头蒙上了不祥的阴影，他令部队靠淝水北
岸布阵，企图凭借地理优势扭转战局。这时晋军将领谢玄提
出要求，要秦军稍往后退，让出一点地方，以便渡河作战。
苻坚暗笑晋军将领不懂作战常识，想利用晋军忙于渡河难于
作战之机，给它来个突然袭击，于是欣然理解了晋军的请求。

谁知，后退的军令一下，秦军如潮水一般溃不成军，而晋军
则趁势渡河追击，把秦军杀得丢盔弃甲，尸横遍地。苻坚中
箭而逃。

【势如破竹】

三国末年，晋武帝司马炎灭掉蜀国，夺取魏国政权以后，准
备出兵攻打东吴，实现统一全中国的愿望。他召集文武大臣
们商量灭大计。多数人认为，吴国还有必须实力，一举消灭
它恐怕不易，不如有了足够的准备再说。



大将杜预不一样意多数人的看法，写了一道奏章给晋武帝。
杜预认为，务必趁目前昊国衰弱，忙灭掉它，不然等它有了
实力就很难打败它了。司马炎看了杜预的奏章，找自我的最
信任的大臣张华征求意见。张华很同意杜预的分析，也劝司
马炎快快攻打吴国，以免留下后患。于是司马炎就下了决心，
任命杜预作征南大将军。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调动了二
十多万兵马，分成六路水陆并进，攻打吴国，一路战鼓齐鸣，
战旗飘扬，战士威武雄壮。第二年就攻占了江陵，斩了吴国
一员大将，率领军队乘胜追击。在沅江、湘江以南的吴军听
到风声吓破了胆，纷纷打开城门投降。司马炎下令让杜预从
小路向吴国国都建业进发。此时，有人担心长江水势暴涨，
不如暂收兵等到冬天进攻更有利。杜预坚决反对退兵，他说：
“此刻趁士气高涨，斗志正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势如
破竹（像用快刀劈竹子一样，劈过几节后竹子就迎刃破裂），
一举攻击吴国不会再费多大力气了！”晋朝大军在杜预率领
下，直冲向吴都建业，不久就攻占建业灭了吴国。晋武帝统
一了全国。

【如火如荼】

春秋时代末期，吴国国王夫差连续征服了越国、鲁国和齐国，
雄心勃勃，又继续向西北进军，打算一鼓作气征服晋国。

可正在这个时候，越王勾践抄了吴王的.后路。他带领军队一
向打到吴国的国都姑苏（苏州），又派人马占据淮河，把吴
王的退路切断了。

这消息给吴王夫差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十分震惊，立即召
集文臣武将商量对策。大家说，此刻退回去等于两关打了败
仗，还会两头挨打；如果能打败晋国，就等于在诸候国中当
定了霸主，再回去收拾越王勾践也不算晚。

大主意已经拿定，当务之急是尽快征服晋国。思考再三，决
定出奇制胜。



一天傍晚，吴王下达了命令。全军将士吃得饱饱的，马也喂
足了草料。从全军中挑出三万精兵强将。每一万人摆成一个
方阵，共摆三个方阵。每个方阵横竖都是一百人。每一行排
头的都是军官司。每十行，也就是一千人，由一个大夫负责。
每项一个方阵由一名将军率领。中间的方阵白盔白甲，白衣
服，白旗帜，白弓箭，由吴王自我掌握，称为中军；左边的
方阵，红盔红甲、红衣服、红简直就像深不可测；右边的方
阵则一水儿黑色。半夜出发，黎明时分到达离晋军仅有一里
路的地方。天色刚刚显出亮色，吴军鼓声大作，欢呼之声震
天动工地。

晋军从梦中醒来，一看吴军那三个方阵和声威气势，简直都
惊呆了：那白色方阵，“望之如荼”——像开满白花的茅草
地；那红色方阵，“望之如火”——如像熊熊燃烧的火焰；
而那黑色的方阵，简直就象深不可测的大海。

【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
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
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
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样报
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
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
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
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
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
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必须命令军队先
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
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
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

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
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
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方害怕了，立刻追击。晋军利用楚军
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
胜利。

【一夫当关】故事：《史记》载：公元前2刘邦入咸阳，“守
函谷关，项羽至，不得入。”函谷关“一夫当关，万夫莫
开”之形势，由此可见。古代，还有几个与函谷关有联系的
成语故事。

【围魏救赵】公元前353年，魏国围攻赵国，齐国派田忌率军
救赵。田忌乘魏国空虚而引兵攻魏，魏军回救本国，齐军乘
其疲惫，大败魏军，赵国因而解围。

【出奇制胜】战国时期，齐国将领田单用火牛阵出击燕军，
使燕军大败。这就是孙子兵法势篇中“凡战者，以奇胜。”

【四面楚歌】

项羽和刘邦原先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
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之后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
觉得就应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
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
部队。最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
徽灵璧县东南）。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
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
禁十分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
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
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
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十分难过，都觉得抬不



起头来。一会儿，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
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退避三舍】

春秋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
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
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
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
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
晋国当上国君，该怎样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
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
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
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
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
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
我必须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
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四年后，重耳真的回到晋国当了国君，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晋
文公。晋国在他的治理下日益强大。公元前633年，楚国和晋
国的军队在作战时相遇。晋文公为了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下
令军队后退九十里，驻扎在城濮。楚军见晋军后退，以为对
方害怕了，立刻追击。晋军利用楚军骄傲轻敌的弱点，集中
兵力，大破楚军，取得了城濮之战的胜利。

【马革裹尸】

东汉马援自南方还军，故人多迎劳他，号称有计谋的孟冀也
向他祝贺。马援说：”你怎样也同一般人一样呢？方向匈奴、
乌桓尚扰北边我想自请击之，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
还葬耳，何能卧床上死在儿妇女婢中呢？“见《后汉书·马
援传》。后以”马革裹尸“等指为国而战死沙场。清张贷
《西湖梦寻·岳王坟》：”但恨和一成，国家日削，大丈夫



不能以马革裹尸报君父，是为叹耳！”

战无不克：攻战没有不取胜的。形容强大无比，能够战胜一
切。

成语中的名人故事研究报告篇三

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
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
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
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
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
徽灵璧县东南）。

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
四面围住他的队伍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
说：“刘邦已经得到了禁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
这么多呢？”说看，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
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
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
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
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
看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
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
孤立窘迫的.境地。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
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
但是后来却破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
人也应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
地便是“四面楚歌”。



成语中的名人故事研究报告篇四

公元前4，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
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牢记父
亲的话，日夜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过了两年，夫差率
兵把勾践打得大败，勾践被包围，无路可走，准备自杀。这
时谋臣文种劝住了他，说：“吴国大臣伯喜否贪财好色，可
以派人去贿赂他。”勾践听从了文种的建议，就派他带着美
女西施和珍宝贿赂伯喜否，伯喜否答应带西施和文种去见吴
王。文种见了吴王，献上西施，说：“越王愿意投降，做您
的臣下伺候您，请您能饶恕他。”伯喜否也在一旁帮文种说
话。伍子胥站出来大声反对道：“人常说？治病要除根？，
勾践深谋远虑，文种、范蠡精明强干，这次放了他们，他们
回去后就会想办法报仇的！”这时的夫差以为越国已经不足
为患，又看上了西施的美色，就不听伍子胥的劝告，答应了
越国的投降，把军撤回了吴国。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
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放牛牧羊，终于赢得了吴王的
欢心和信任。

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
准备复仇。他怕自己贪图舒适的生活，消磨了报仇的.志气，
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
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门外的士兵问他：“你忘
了三年的耻辱了吗？”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
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
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
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再说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
以为没有了后顾之忧，从此沉迷于西施的美色，过着骄奢淫
逸的生活。他又狂妄自大，不顾人民的困苦，经常出兵与其
它国家打仗。他还听信伯喜否的坏话，杀了忠臣伍子胥。这
时的吴国，貌似强大，实际上已经是走下坡路了。公元前482
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
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
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



勾践估计一下子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
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
本抵挡不住越国军，屡战屡败。

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范蠡坚决主张要灭掉吴国。
夫差见求和不成，才后悔没有听伍子胥的忠告，非常羞愧，
就拔剑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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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人物：孙膑

故事：战国时，魏将庞涓率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
齐，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往救。孙膑认为魏军主力在赵国，
内部空虚，就带兵攻打魏国都城大梁，因而，魏军不得不从
邯郸撤军，回救本国，路经桂陵要隘，又遭齐兵截击，几乎
全军覆没。这个典故是指采用包抄敌人的后方来迫使它撤兵
的战术。孙膑认为，要解开纷乱的丝线，不能用手强拉硬扯，
要排解别人打架，不能直接参与去打。派兵解围，要避实就
虚，击中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