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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
有需要的朋友。

勤奋名人轶事篇一

600字左右
吕蒙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他曾多次立下大功，却不爱读书。
于是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是大将军了，肩上担子很重，
一定要多读读书，长点见识。”吕蒙便开始读书。慢慢地，
他发现书中有很多以前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一次，他读到
孙膑用“减灶计”诱使庞涓轻敌，最后打败庞涓的故事，感
到眼界大开。于是，吕蒙逐渐爱上了读书。在军务繁忙之余，
他便一头钻进书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代的兵法和史书。
几年下来，吕蒙的军事才能大有长进。孙权大为高兴，就让
吕蒙担任了大都督，统领全国兵马。

不论什么时候，

学习

都是不可缺少的。古人说：“生下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
学习之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人;经历困苦才学习的人，又
次一等;经历了困苦还不知道学习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人。”
当前，青少年正在经历困苦，在这种环境下，如果还不抓紧
时间学习，可能就真的会成为最下等的人了。所以，青少年
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增长自己的才干，为
今后的就业谋生做好充分的准备。



李大钊同志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在幼年时，便以才思
敏捷、能文善诗着称于乡里。他当时辛勤好学的一些故事，
至今还在家乡传为美谈。

七岁时，祖父送他到附近黄瓜口村的一位塾师单子鳌那里读
书。当时，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读的是四书五经一类，入
学之始，还要先读一段蒙学。大钊同志跳过了蒙学阶段，一
入学就和较大的孩子们一起读“四书”。这些宣扬孔孟之道
的书虽然陈腐，但在当时大钊同志家乡一带，连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的所谓“新学”也还没有传过来，就只能通过这些书
来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大钊同志读书非常认真，他在同学
中年岁最小，但却是最用功因而也是学得最好的一个。放学
了，别的同学全回家了，他还一个人留在自己的座位上背书，
往往要老师几次催促：“耆年，回家去吧!”这才回去。

单子鳌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用功的

学生

，常常立在窗外，一面听着年幼的大钊同志帮助同学背书、
破讲，一面不住地点头称赞。大钊同志乳名憨头，少年时，
名耆年，字寿昌。耆年的学名就是这位老先生给起的。耆年，
是长寿的意思。直到后来，单子鳌还常常对人说：“我教了
一辈子书，生平最得意的学生，就是李耆年!”

爱思考，爱发问，也是大钊同志幼年读书的特点。就是对日
常碰到的问题，他也不轻易放过，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有
一次读书，问他表姑：

“你看这念个啥?”

“我不认得字呵。”

“你为啥不认得字呢?”



“我没上过学呵。”

“你为啥不上学呢?”

“我是个女的，又不考秀才!”

但他还是一个劲地问下去：

“女的，为啥就不念书呢?”

……

就这样，小小的孩子，开始接触到了一个社会的大问题。

大钊同志从小勇于接受正确的教导，改正错误。当时的大黑
坨村，赌博之风颇盛。村里的老母庙后边，经常有一群人在
那儿聚赌。大钊同志有次放学回家，也到老母庙看了一回热
闹，被祖父发觉了，大加训斥，并罚他捣粪数车。大钊同志
知道了赌博的坏处，从此，再没有到老母庙去看赌钱。以后，
凡是赌钱的场合，他从来不去。

大钊同志的学习进步很快，在黄瓜口村念了三年书，单子鳌
就向他祖父提出：“耆年的学业良好，我已经教不了他，还
是另请明师吧!”此后，大钊同志到小黑坨村跟一个秀才赵辉
斗念书，又到井家坨的举人宋某家跟一个叫黄玉堂的老师念
书，直到他十六岁考入永平府中学。

大钊同志读书越发刻苦努力了。在井家坨读书时，有二十多
个学生，到晚间别人都睡了，他还在孜孜不倦地攻读，每天
都要读到半夜。黄玉堂的妹妹多少年后还记得，他哥哥当时
一回家就念叨：“有个学生，叫李耆年，念书念得特别的
好!”

因为家里缺少人手，大钊同志十岁那年，祖父就给他完婚了。



夫人赵纫兰比大钊同志大六岁，是个贤惠的妇女。在尔后的
日子里，她辛勤地操持家务，帮助大钊同志。她相信大钊同
志作得对，不管家境多么困难，总是赞助、支持他的活动。

一九0五年，大钊同志考入永平府中学。这时，清朝政府为了
维持它的反动统治，不得不作某些表面上的改良，实行了所
谓废科举、办学堂。大钊同志原是报考秀才，正赶上这个变
动，结果考进了中学。当时，还象考上秀才一样，村里照旧
放铁炮、贴报单、坐棚车，热闹了一番。

在永平府中学，大钊同志仍然勤奋不懈地读书，每次考试都
名列前茅，课余时间也很少游玩，是班上出名的好学生。

匡衡是西汉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从小喜欢学习，刻苦勤奋，
可是家里却买不起灯油，无法在夜间学习。一天夜里，他正
躺在床上默诵白天读过的《诗经》时，发觉邻居家灯火通明。
匡衡羡慕在灯光下读书的人，他灵机一动，把邻居家的灯火
借过来就可以读书了。匡衡正在思索着该如何借到光看书，
灯光把巨大的人影投身到墙上，酷似一个个怪物，怪模怪样
地在墙上晃来晃去。小匡衡灵机一动：我如果在这边偷偷凿
个洞，隔壁灯光就能穿墙而过，照射到我这小屋里来，我不
就可以借着这点亮光读书了吗?他高兴地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找来一把凿子，在墙壁下方偏僻处凿了个小小的窟窿。顷刻
间，灯光照亮了一小块儿地方。匡衡连忙从床头翻出《诗
经》，凑到那一小块儿宝贵的光亮处，专心致志地苦读起来。
匡衡的父母看到匡衡如此刻苦，都感到特别欣慰，同时又倍
感酸楚。从此以后，匡衡白天帮大人忙田里的农活，夜晚借
着那一小束从隔壁人家借来的灯光，孜孜不倦地读书，经过
不懈地努力，后来匡衡成了一名知识渊博的经学家。

牛顿十六岁时数学知识还很浮浅，对精深的数学知识甚至能
够说是不懂。

"知识于积聚，聪慧来自学习"。牛顿下信心靠自己的努力攀



上数学的顶峰。在基础差的不利前提下，牛顿能准确意识自
己，知难而退。他从基础常识、基础公式从新学起，扎扎实
实、步步推动，直到掌握要领、融合贯通。遂之发明了代数
二项式定理。

传说中牛顿"大狂风中算风力"的佳话，可为牛顿身材力学的
佐证。有一天，天刮着大风暴。风撒泼地呼号着，尘土飞腾，
迷迷漫漫，使人难以睁眼。牛顿以为这是个正确地研讨和盘
算风力的好机遇。于是，便拿着器具，径自在暴风中往返奔
忙。他踉蹒跚跄、吃力地丈量着。几回沙尘迷了眼睛，几次
风吹走了算纸，几次风使他不得不暂停工作，但都没有摇动
他求知的愿望。他一遍又一遍，终于求得了正确的数据。他
快活极了，匆忙跑回家去，持续进行研究。有志者事竟成。
经过勤奋学习，牛顿为自己的迷信高塔打下了深沉的基本。
不久，牛顿的数学高塔就建成了，二十二岁时发明了微分学，
二十三岁时创造了积分学，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宏大奉献。

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
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徽赏识，连司马徽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
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

那时，还没有钟表，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
间就不好掌握了。为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
法就是定时喂食。为了学到更多的东西，诸葛亮想让先生把
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
亮想：若把公鸡鸣叫的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
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
候，就喂它一点粮食，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也就更毫无保留了。而诸葛亮也就更勤奋了。通过诸葛亮自
己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一个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一带饱
学之人。



勤奋名人轶事篇二

牛顿十六岁时数学知识还很浮浅，对精深的数学知识甚至能
够说是不懂。"知识于积聚，聪慧来自学习"。牛顿下信心靠
自己的努力攀上数学的'顶峰。在基础差的不利前提下，牛顿
能准确意识自己，知难而退。他从基础常识、基础公式从新
学起，扎扎实实、步步推动，直到掌握要领、融合贯通。遂
之发明了代数二项式定理。传说中牛顿"大狂风中算风力"的
佳话，可为牛顿身材力学的佐证。有一天，天刮着大风暴。
风撒泼地呼号着，尘土飞腾，迷迷漫漫，使人难以睁眼。牛
顿以为这是个正确地研讨和盘算风力的好机遇。于是，便拿
着器具，径自在暴风中往返奔忙。他踉蹒跚跄、吃力地丈量
着。几回沙尘迷了眼睛，几次风吹走了算纸，几次风使他不
得不暂停工作，但都没有摇动他求知的愿望。他一遍又一遍，
终于求得了正确的数据。他快活极了，匆忙跑回家去，持续
进行研究。有志者事竟成。经过勤奋学习，牛顿为自己的迷
信高塔打下了深沉的基本。不久，牛顿的数学高塔就建成了，
二十二岁时发明了微分学，二十三岁时创造了积分学，为人
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宏大奉献。

勤奋名人轶事篇三

伊萨克·牛顿，于1642年的圣诞节出生于英格兰林肯州活尔
斯索浦。父亲在他出生前3个月就去世了，母亲改嫁后他只得
由外祖母和舅舅抚养。

幼年的牛顿，学习平平，但却非常喜欢手工制作。同时他还
对绘画有着非凡的才华。

1648年，牛顿被送去读书。少年时的牛顿并不是神童，他成
绩一般，但他喜欢读书，喜欢看一些介绍各种简单机械模型
制作方法的读物，并从中受到启发，自己动手制作些奇奇怪
怪的小玩意，如风车、木钟、折叠式提灯等等。



牛顿12岁开始上中学，这时他的爱好由手工制作发展到爱搞
机械小制作。他从小制作中体会到学好功课，特别是学好数
学，对动手搞好制作大有益处。于是牛顿在学习加倍努力，
成绩大进。

传说小牛顿把风车的机械原理摸透后，自己制造了一架磨坊
的模型，他将老鼠绑在一架有轮子的踏车上，然后在轮子的
前面放上一粒玉米，刚好那地方是老鼠可望不可及的位置。
老鼠想吃玉米，就不断地跑动，于是轮子不停地转动;又一次
他放风筝时，在绳子上悬挂着小灯，夜间村人看去惊疑是彗
星出现;他还制造了一个小水钟。每天早晨，小水钟会自动滴
水到他的脸上，催他起床。

他还喜欢绘画、雕刻，尤其喜欢刻日晷，家里墙角、窗台上
到处安放着他刻画的日晷，用以验看日影的移动。

1654年，牛顿进了离家有十几公里九龙的金格斯皇家中学读
书。牛顿的母亲原希望他成为一个农民，但牛顿本人却无意
于此，而酷爱读书。

随着年岁的增大，牛顿越发爱好读书，喜欢沉思，做科学小
实验。他在金格斯皇家中学读书时，曾经寄宿在一位药剂师
家里，使他受到了化学试验的熏陶。

牛顿15岁时，由于家庭原因，被迫辍学务农。非常渴求知识
的牛顿，仍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苦读。

牛顿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牛顿的舅舅。终于在舅舅的
资助之下又回到学校复读。

1661年，19岁的牛顿，考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在学习期间，
牛顿的第一任教授伊萨克·巴鲁独具慧眼，发现了牛顿具有
深邃的观察力、敏锐的理解力，于是将自己掌握的数学知识
传授给了牛顿，并把他引向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



1664年经考试牛顿选为巴鲁的助手。1665年，牛顿大学毕业，
获得学士学位。正准备留校继续深造的时候，严重的鼠疫席
卷英国，剑桥大学被迫关闭了。

牛顿两次回到故乡避灾，而这恰恰是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转
折点。牛顿在家乡安静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思考数学、物
理学和天文学问题，思想火山积聚多年的活力，终于爆发了，
智慧的'洪流，滚滚奔腾。

短短的18个月，他就孕育成形了：流数术(微积分)、万有引
力定律和光学分析的基本思想。牛顿于1684年通过计算彻底
解决了1666年发现的万有引力。

1687年，他45岁时完成了人类科学史上少有科学巨著《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继承了开普勒、伽里略，用数学方法建
立起完整的经典力学体系，轰动了全世界。

牛顿的数学贡献，最突出的有三项，即做为特殊形式的微积
分的“流数术”，二项式定理及“广义的算术”(代数学)。

牛顿为了解决运动问题，创立了一种和物理概念直接联系的
数学理论，即牛顿称之为“流数术”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是
微积分理论。

牛顿在1665年5月20日的一份手稿中提到“流数术”，因此牛
顿始创微积分的时间来说比现代微积分的创始人德国的数学
家莱布尼茨大约早10年，但从正式公开发表的时间说牛顿却
比莱布尼茨要晚。事实上，他们二人是各自独立地建立了微
积分。只不过牛顿的“流数术”还存在着一些缺陷。

牛顿开始对二项式的研究是在从剑桥大学回故乡避鼠疫的前
夕。他在前人瓦里士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负指数的含义。
牛顿研究得出的二项式级数展开式是研究级数论、函数论、
数学分析、方程理论的有力工具。



《广义算术》，则总结了符号代数学的成果，推动了初等数
学的进一步发展。这本书关于方程论也有些突出的见解。其
中比较著名的是“牛顿幂和公式”。

牛顿的数学贡献还远不止这些，他在解析几何中的成就也是
令人瞩目的。他的“一般曲线直径”理论，引起了解析几何
界的广泛重视。

牛顿在其它科学领域的研究，毫不逊色于在数学上的贡献。

牛顿曾经说过：我不过就象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
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
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
却全然没有发现。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代伟人的谦虚美德。这
些美德和他的成就，都值得后人去继承、去学习。

勤奋名人轶事篇四

学习需要勤奋。勤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无数
与勤奋有关的事例历来为人们称道。本站小编精心为大家搜
集整理了靠勤奋成功的名人事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诸葛亮少年时代，从学于水镜先生司马徽，诸葛亮学习刻苦，
勤于用脑，不但司马徽赏识，连司马徽的妻子对他也很器重，
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善于用脑子的少年。那时，还没有钟表，
记时用日晷，遇到阴雨天没有太阳。时间就不好掌握了。为
了记时，司马徽训练公鸡按时鸣叫，办法就是定时喂食。为
了学到更多的东西，诸葛亮想让先生把讲课的时间延长一些，
但先生总是以鸡鸣叫为准，于是诸葛亮想：若把公鸡鸣叫的
时间延长，先生讲课的时间也就延长了。于是他上学时就带
些粮食装在口袋里，估计鸡快叫的时候，就喂它一点粮食，
鸡一吃饱就不叫了。



过了一些时候，司马先生感到奇怪，为什么鸡不按时叫了呢?
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诸葛亮在鸡快叫时给鸡喂食。先生开始
很恼怒，但不久还是被诸葛亮的好学精神所感动，对他更关
心，更器重，对他的教育也就更毫无保留了。而诸葛亮也就
更勤奋了。通过诸葛亮自己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一个上知
天文，下识地理的一带饱学之人。

牛顿十六岁时数学知识还很肤浅，对高深的数学知识甚至可
以说是不懂。“知识于积累，聪明来自学习”。牛顿下决心
靠自己的努力攀上数学的高峰。在基础差的不利条件下，牛
顿能正确认识自己，知难而进。他从基础知识、基本公式重
新学起，扎扎实实、步步推进，直到掌握要领、融会贯通。
遂之发明了代数二项式定理。传说中牛顿“大暴风中算风
力”的佳话，可为牛顿身体力学的佐证。有一天，天刮着大
风暴。风撒野地呼号着，尘土飞扬，迷迷漫漫，使人难以睁
眼。牛顿认为这是个准确地研究和计算风力的好机会。于是，
便拿着用具，独自在暴风中来回奔走。他踉踉跄跄、吃力地
测量着。几次沙尘迷了眼睛，几次风吹走了算纸，几次风使
他不得不暂停工作，但都没有动摇他求知的欲望。他一遍又
一遍，终于求得了正确的数据。他快乐极了，急忙跑回家去，
继续进行研究。有志者事竟成。经过勤奋学习，牛顿为自己
的科学高塔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不久，牛顿的数学高塔就建
成了，二十二岁时发明了微分学，二十三岁时发明了积分学，
为人类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孔子一生勤奋学习，到子晚年，他特别喜欢易经。易经是很
难读懂的，学起来很吃力，可孔子不怕吃苦，反复诵读，一
直到弄懂为止。因为孔子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发明纸张，书
是用竹简或木简写成的，既笨又重。把许多竹简用皮条编穿
在一起，便成为了一册书。由于孔子刻苦学习，勤展书简，
次数太多了，竟使皮条断了三次。后来，人们便创造出
了“韦编三绝”这句成语，以传诵孔子勤奋好学的精神。

明朝着名散文家、学者宋濂自幼好学，不仅学识渊博，而且



写得一手好文章，被明太祖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很爱读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总要刨根问底。有一次，
宋濂为了搞清楚一个问题，冒雪行走数十里，去请教已经不
收学生的梦吉老师，但老师并不在家。宋濂并不气馁，而是
在几天后再次拜访老师，但老师并没有接见他。因为天冷，
宋濂和同伴都被冻得够呛，宋濂的脚趾都被冻伤了。当宋濂
第三次独自拜访的时候，掉入了雪坑中，幸被人救起。当宋
濂几乎晕倒在老师家门口的时候，老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
耐心解答了宋濂的问题。后来，宋濂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
不畏艰辛困苦，拜访了很多老师，最终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散
文家!

战国时期东周洛阳乘轩里人，字季子。苏秦是洛阳人，虽然
出身寒门，却怀有一番大志。他跟随鬼谷子学习游说术多年
后，看到自己的同窗庞涓、孙膑等都相继下山求取功名，于
是也和张仪告别老师下山。张仪去了魏国，而苏秦在列国游
历了好几年，但一事无成，只得狼狈地回到家里。

苏秦回到家中，他的哥哥、嫂子、弟弟、妹妹、妻子都讥笑
他不务正业，只知道搬弄口舌。苏秦听了这些嘲笑他的话，
心里感到十分惭愧，但他一直想游说天下，谋取功名，于是
请求母亲变卖家产，然后再去周游列国。

苏秦的母亲劝阻说：“你不像咱当地人种庄稼去养家口，怎
么竟想出去耍嘴皮子求富贵呢?那不是把实实在在的工作扔掉，
去追求根本没有希望的东西吗?如果到头来你生计没有着落，
不后悔么?”苏秦的哥哥、嫂嫂们更是嘲笑他死心不改。

苏秦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很对不起家人，既惭愧，又伤心，
不觉泪如雨下。但苏秦扬名天下的雄心壮志仍然不改，于是
闭门不出，取出师父临下山时赠送给他的礼物——姜子牙的
《阴符》，昼夜伏案攻读起来。

苏秦经常自勉说：“读书人已经决定走读书求取功名这条路，



如果不能凭所学知识获取高贵荣耀的地位，读得再多又有什
么用呢!”想到这些，苏秦更加忘我地学习起来。

为了抓紧时间学习，苏秦还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读书时，
把头发用绳子扎起来，悬在梁上，如果自己一打盹，头发就
把自己揪醒。夜深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困了，就拿锥子刺
自己的大腿，这样就能保持清醒。这就是成语“头悬梁，锥
刺股”的由来。

勤奋名人轶事篇五

匡衡，字稚圭，西汉东海(汉郡名，今江苏省邳县以东至海，
连山东省滋阳县以东至海地区)人。他出身农家，祖父、父亲
世代都是农民。传到匡衡，却喜欢读书。他年轻时家里贫穷，
白天给人做雇工来维持生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是家里
穷得连灯烛也点不起。邻家灯烛明峦，却又照不过来。匡衡
就想出个法子，在贴着邻家的墙上凿穿一个孔洞，“偷”它
一点光亮，让邻家的灯光照射过来。他就捧着书本，在洞前
映着光来读书。

匡衡家穷买不起书。同乡有个富翁家中藏书很丰富。匡衡就
去他家做工，却不收分文工钱。富翁感到很奇怪，问匡衡为
什么?匡衡说：“我不想要工钱，只希望您能把家中的书都借
给我读，我可就很心满意足了。”富翁听了，被他那种勤奋
好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就
有了极好的读书机会。史书上说，匡衡精力充沛，超越常人，
富翁家的丰富的藏书，加上匡衡本人的勤奋努力，终于把他
造就成为一位知识学问渊博的学者。当时的读书人中甚至流
传着这么几句口碑：“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
颐(没有人能解说《诗经》，匡衡恰好来了;匡衡给大家解说了
《诗经》的疑义，大家开心得都笑起来)。”可见他声誉很高。
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