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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外名人励志故事篇一

兴平市汤坊镇龙兴村村民岳勇，小时候因疾病导致双腿不能
正常行走，看似平常的生活学习，他却要付出远超于常人的
努力和艰辛。

然而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倒，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永不放弃的
精神，他不仅创作完成了一部百万余字的网络小说，更是书
写了一段励志的追梦故事。

今年36岁的岳勇，在出生四个月的时候，因脑积水后遗症严
重影响了行走的功能，直到七岁他才学会走路，十二岁才开
始上小学一年级，读到初中，因身体原因就不得不辍学了。

在这之后，岳勇先后尝试开网吧，加工签字笔，但都因残酷
的市场竞争而告终，在此期间一场病毒性脑炎又差点带走了
他的生命。这一连串的打击，不仅没有让他退缩，反而让他
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在此期间，岳勇并未就此放弃学业。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他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自考，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挑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六年的自学努力，岳勇顺利的拿到了
汉语言文学自考的文凭，同时也在自学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



文学写作理论基础，萌发了许多创作念头。

岳勇平时进行文学创作的房间内，除了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和
几把破旧的椅子之外，最值钱的就是一台的老式笔记本电脑，
当我们见到岳勇时，他正坐在电脑前对即将截稿的《秦汉情
史》最后一部分内容进行修改校对。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
下，岳勇完成了100多万字的网络小说《秦汉情史》的创作。

目前，岳勇创作的长篇小说《秦汉情史》已在看书网进行了
连载刊发，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好评。此外，他的下一
步网络小说《传奇》也已完成故事构思，即将开始创造。现
如今，岳勇已经深深地沉浸在文学创造的乐趣之中，享受着
文学带给他的绚丽人生。

外名人励志故事篇二

牛顿生于1642年12月25日(据当时英国使用的儒略历)午夜，
是一个早产儿。在牛顿出生前三个月，他的父亲病逝。家徒
四壁，母亲哈拿绝望地抱着奄奄一息的早产儿牛顿，向上帝
发出了这样的祷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
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你。”

在牛顿的一生中，母亲的这个祷告对于他的个性与信仰有很
深刻的影响。他经常思索母亲当年的祷告——上帝让他活下
来，一定有些事是要他去完成的。

1661年6月，牛顿进入剑桥大学。牛顿是个穷学生，母亲存的
钱只够付学费，他必须为老师做实验助手，才能赚取生活费。
如此无意中，牛顿接近了当时剑桥的优秀教授，承袭了这些
教授一生的研究精华，成就了他后来的名言：“如果我看得
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好学的牛顿在剑桥大学不但不浪费任何资源，还遇到了影响
他一生的好老师。亨利·摩尔是影响牛顿科学与信仰最深的



老师。摩尔教授是数学家。摩尔以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敏锐直
觉，一下子就发现牛顿的不同。他发现牛顿在每学期开学以
前，先利用假期，将上课要学的所有课本都看完，等到上课
时，牛顿已经在看比那门课更进阶的研究报告了。牛顿自己
也写道：“当我走进教室上课时，常发现对上课内容的了解
深度，已经超过了我的老师。”这种读书法会令一般老师倍
感压力，摩尔却把牛顿找来，给他程度更深的书，并且让自
己的1800本藏书成为“随时向牛顿开放的图书馆”。同时，
摩尔长期为牛顿支付生活费。

1664年，牛顿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他首先用
三棱镜研究光的结构，发现光的分光有不同的折射率。1665
年至1667年，英国发生可怕的黑死病，死了许多人。大学宣
布停课，政府下令所有人不准离家远行，以免感染或传播黑
死病。在这段时间，牛顿由无穷等比级数的解法里创立了微
积分。

事后有人问牛顿，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伟大的发现，牛顿答
道：“我始终把思考的主题像一幅画般摆在面前，再一点一
线地去勾勒，直到整幅画慢慢地凸显出来。这需要长时间的
安静与默想。”

牛顿对科学的思索与他的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常在信
仰的思索里想到科学，在科学的思索里想到信仰。1666年，
他开始思索地球在轨道上的运转，并且计算运转时的重力与
离心力的关系。1669年，他在笔记上写下他的`发现——万有
引力定律。

牛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呢?他的好友史塔克
利说：“牛顿经常在花园散步，有一天中午他回来了，对我
说他看到一个苹果掉到地上，想到了万有引力。”这个苹果
后来成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的标志，其实更重要的是，牛顿
有独自来到花园祷告与默想的习惯。因此后人说：“近代科
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



外名人励志故事篇三

李四光，中国地质学家，地质力学的创始人。在20年代，他
首先发现了我国存在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提出了地质力学的
构造理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

李四光是湖北黄冈人，原名李仲揆。14岁那年，因他学业优
秀，被保送去日本学习。在填写出国护照时，他把年龄“十
四”误填入姓名栏里。怎么办？李仲揆灵机一动，把“十”
加几笔成了“李”字。一看，名叫“李四”，又太俗气了；
又在后面加了一个“光”字。从此，他开始叫“李四光”。

李四光小的时候，家里很穷，兄弟姐妹7人，爷爷又卧床不起。
父亲是教书先生，收入微薄，妈妈一人种田，日子很艰难。
李四光排行老二，年岁很小，但十分懂事。他平时看到妈妈
一人干活，心里难过，就千方百计帮助妈妈干活。天刚亮，
他就起床，把水缸装得满满的；上山砍柴，总要挑得满满的
才回家。

李四光从小爱动脑。他帮妈妈舂米，用脚踩踏板，人小踩不
动，他动脑筋用绳子绑在石杵那一头的踏板上，当脚往下踩
时，同时用手使劲拉绳子，这样石杵就动起来了。他和小朋
友去荷塘采藕，小伙伴大多嘻嘻哈哈，打闹取乐，半天只能
采几节断藕带回家。而李四光精明能干，他先顺叶踩到藕，
再用脚小心地探出藕的方向，然后依着它生长的方向一点点
把泥踩去，收获一根根完整的鲜藕。

后来，李四光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官办小学堂。考试发
榜，李四光名列第一，在小学堂，他勤奋攻读，刻苦钻研，
成为小学堂一位优等生。14岁那年，他被学校保送到日本深
造。在日本上大学期间，他对地质学发生了兴趣，立志探索
地质构造的奥秘。



几十年来，他在地质构造上悉心研究，提出了地质力学的构
造理论，并用这个理论去寻找石油天然气资源、矿产，预测
地震，开发地热，在中国地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外名人励志故事篇四

西西弗神因为偷了天庭里的火种给人间，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上帝命令他把山下的石头堆到磊山上，但是，他刚把石头堆
上去，石头又自动滚下山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西弗神就这样重复着这种毫无成效
的劳动。但他一直坚信能够让人们吃到熟食荣华富贵到灯火
是正义的行为。于是，在每天朝阳初升时，他便满怀信心地
投入这项庄严的劳动之中。

西西弗神最后得到了什么？他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和歌颂，
当然也包括这则神话的创造哲人。

心语：

坚持正确信念的人，不停努力的结果，表面上也许一无所获，
但是他收获了精神上的丰盈和充实。这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
到了。有了精神，人们便能在废墟上得建家园；有了精神，
人们便能创造一切人间奇迹。

外名人励志故事篇五

巴尔扎克是法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巴尔扎克一生共完成
了九十本长篇小说，平均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每天深夜
十二点时，仆人就会叫醒他，他穿上白色修道服，立刻奋笔
疾书。一般他会连续写五六个钟头，直到累到极点才会离桌
休息。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观察和剖析人性的高手，但在现实生



活里，他却不太精明。在年轻时，他曾经商失败，欠下了六
万法郎的债务。等他成名后，尽管收入不菲，但由于奢侈浪
费，最后弄得入不敷出。在这段日子里，还发生一桩趣事。

有一天晚上巴尔扎克醒来，发觉有个小偷正在翻他的抽屉，
他不禁哈哈大笑。小偷问道：“你笑什么?”

巴尔扎克说：“真好笑，我在白天翻了好久，连一毛钱也找
不到，你在黑夜里还能找到什么呢?”

小偷自讨没趣，转身就要走。巴尔扎克笑着说：“请你顺手
把门关好。”

小偷说：“你家徒四壁，关门干什么啊?”

巴尔扎克幽默地说：“它不是用来防盗，而是用来挡风
的。”

巴尔扎克曾自诩要超过拿破仑，“他的剑做不到的，我的笔
能完成。”他的确做到了，可惜他只活了五十岁，留下许多
未完成的作品，成为全人类巨大的损失。

小编：巴尔扎克曾自诩要超过拿破仑，“他的剑做不到的，
我的笔能完成。”他的确做到了。巴尔扎克的例子又一次生
动的说明了生活是一种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