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 小学生成语故事绘本
(精选12篇)

欢迎词应该具有开诚布公的态度，使来宾产生亲近感和信任
感。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精选的播音稿样本，希望能给大
家写作提供一些启发。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一

学习成语故事最简单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记住成语
和其所表达的含义,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小学生
成语故事绘本。

马援，字文渊，茂陵人。东汉初年，刘秀做了皇帝，称光武
帝。当时，政权虽已建立，但天下尚未统一，各路豪强凭借
自己的军队，各霸一方，各自为政。

在各路豪强中，公孙述最为强大，他在成都称帝。为此，在
陇西一带称霸的隗嚣，派了马援去公孙述处探探情况，以商
讨如何能长期地割据一方。

马授在隗嚣手下，是个很受器重的将才，他接受使命，信心
百倍地踏上征途。因为公孙述是他的同乡，早年又很熟悉，
所以这次去，他心想一定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款待，可以好
好地叙日说故。

然而事出意外，公孙述听说马援要见他，竟摆出了皇帝的架
势，自己高踞殿上，派出许多侍卫站在阶前，要马援以见帝
王之礼去见他，并且没说上几句话就退朝回宫，派人把马援
送回宾馆去了。接着，公孙述又以皇帝的名义，给马援封官，
赐马援官眼。



对此，马援当然很不愉快，他对手下的人说：“现在天下还
在各豪强手中争夺，还不知道谁胜谁败公孙述如此大讲排场，
自以为强大，有才于的人能留在此与他共同建立功业吗?”

马援回到隗嚣处，对隗嚣说;“公孙述就好比井底的青眺，看
不到天下的广大，自以为了不起，妄自尊大，我们不如到东方
(洛阳)的光武帝那里去寻找出路。”后来，马援投靠了光武
帝刘秀，在光武帝手下当了一位大将，竭尽全力，帮助光武
帝统一天下。最后，公孙述被刘秀打败。

南宋末年，有位姓郑的画家曾以太学生的资格，参加博学词
科考试。后来北方蒙古贵族南侵，他向朝廷上书主张抵抗，
但未被采纳。

南宋灭亡后，他改名为“思肖”。原来，宋朝是赵姓打的天
下，“肖”是赵的偏旁。画家表示自己永远思念南宋，并隐
居在苏州的一所寺庙里。

郑思肖在自己的寓所里挂了一块大脸，匾上是他亲笔写
的“本穴世界”四个字：原来，“本”由“大”、“十”两
字组成，把其中的“十”字放在“穴”字中间，就成
为“宋”加上“大”就是”大宋”。说明自己仍然生活
在“大宋”的疆域内。

有一次.他画了二卷高五寸，长一丈多的墨兰。画上的墨兰，
自然全无土根的。他还在画上题上八个字：“纯是君子，绝
无小人。”大家欣赏了这幅画后，赞不绝口，一致夸它画得
纯真自然，生气勃勃。

刘邦消灭项羽后，平定天下，当上了皇帝，史称汉高祖。接
着，要对功臣们评定功绩的大小，给予封赏。

刘邦认为，萧何的功劳最大，要封他为赞侯，给予的封户也
最多。群臣们对此不满，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处创



伤，攻城夺地，功劳最多，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
侯鄂千秋把刘邦要讲而未讲的话讲了出来：“众位大臣的主
张是不对时。

曹参虽然有转战各处、夺取地盘的功劳，但这是一时的事情。
大王与楚军相持五年，常常失掉军队，只身逃走也有好几次。
然而，萧何常派遣军队补充前线。这些都不是大王下令让他
做的。汉军与楚军在荥阳时对垒数年，军中没有口粮，萧何
又用车船运来粮食。

如今即使没有上百个曹参，对汉室也不会有损失，怎么能让
一时的功劳凌驾在万世的功勋之上呢?应该是萧何排在第一位，
曹参居第二位。”刘邦肯定了鄂千秋的话，于是确定萧何为
第一位，特许地带剑穿鞋上殿，上朝时可以不按礼仪小步快
走。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二

这个典故载于《汉书.梅福传》。在春秋时代秦国，有个相马
专家叫伯乐，原名孙阳。他善于识千里马并写了一本《相马
经》。伯乐的'儿子死读《相马经》，按照书中所说的马的样
子去寻找骐骥良马。有一天，在看见一只大蟾蜍，他便高兴
地对伯乐说："爸爸，这是一匹良马，眼睛和额头跟你书上描
述的差不多，就是蹄子不大一样。"伯乐知其子之愚，转怒为
笑地说："此马好跳，不堪御也（无法驾驭）。"这个典故比
喻做事情拘泥教条，不能理论结合实际。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三

这个典故出自《昭明文选》卷十六《赋.长门赋》。汉武帝刘
彻的妻子陈阿娇非常得宠，被立为皇后。但后来陈皇后一直
未生下独生子，她又嫉妒别的宫妃得宠，便暗中搞媚术和"巫
盎"（用巫术诅咒的办法）害人所以被汉武帝废弃，逼令住在



长门宫中。她悲苦愁闷，想恢复过去皇后的地位。听说蜀郡
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妙笔生花的大作家，就奉献一百斤黄金
给司马相如和他妻子卓文君，请他们买酒喝。托司马相如为
她写一篇能解脱苦闷生活的文章。司马相如就写成了《长门
赋》，呈献给汉武帝，劝导他不记旧怨，重新和好。由此，
陈皇后又得到汉武帝的`宠爱。

现通常用此典故比喻有美无人赏、有才无人用的冷落境遇。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四

这个典故出自《尚书大传.大战》。殷商末代的纣王是个残忍
无道的昏君。当时的.西部诸侯之头领姬昌，因反对纣王被囚
禁。出狱后，姬昌回到周的都城岐山，称周文王，要推翻商
朝。他聘请姜尚（姜太公）为军师，开始扩军备战，并迁都
丰邑（今陕西省）。不久，周文王去逝，其子姬发继位，称
周武王。他联络几个诸侯，出兵伐纣。大军渡过黄河，直逼
商朝京城朝歌。商纣王早已失尽人心，朝歌很快被攻克，纣
王自杀。纣王虽死，敌人并未完全肃清。周武王召见姜太公，
请教如何处置商朝遗留下来的权臣贵族、官宦将士，能否使
局面安定下来。姜太公答道："臣闻之也，爱人者，兼其之鸟；
不爱人者，及其胥余。"就是说，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他屋
顶上的乌鸦也喜欢；如果不爱那个人，就连他住处的墙壁也
讨厌。姜太公的主张是要把敌对分子彻底消灭。

后来，这个典故常被人们用作描述因为深爱某人，连带也喜
爱他的亲属朋友等人这种现象。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五

公元280年，西晋大将军杜预进攻吴国，十天内就攻占了许多
城池。他想乘胜进击，有人却主张明年再去攻打。他
说：“我军进攻士气低落的吴军，如同用刀破竹子，破了前
面几节，下面的'都会顺着刀口自动分开。”于是他率军继续



前进，终于灭掉了吴国。

[注释]迎：当着，碰上。刃：刀口。解：分开。

[提示]形容处理事情、解决问题很顺利，毫无阻挡。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六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第三个儿子是简文帝萧纲。萧纲
天资聪敏，六岁就会写文章，大家都感到不可思议，连他的
父亲梁武帝也不相信。有一天他给萧纲出了一个题目，开诚
布公地说：“你就坐在我面前写，我亲眼看着，就知道你到
底会不会写文章！”萧纲提笔挥写，一会儿工夫便写完了。
梁武帝边读边赞不绝口地说：“好啊，语句流畅，辞采甚美，
这下子谁还敢不相信我儿的真才实学了。”萧纲长大以后对
读书是如痴如醉，而且看得极快。《梁书。简文帝纪》中说
萧纲“读书十行倶下”。成语“一目十行’就是由“十行俱
下”这一句演变而来的。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七

这个典故源于于唐.刘束的《隋唐佳话》。唐朝时，大臣许敬
宗为人非常自傲轻慢，凡属他见过的'客人，尽管经人介绍，
也常常忘记很快，如果再见面如同生人一样。有的人就讥讽
他记性太差了。许敬宗则回答说："像你这样的人，我当然很
难记住。但是假如碰到像南朝的何逊、刘季绰、沈约、谢兆
等著名学者，我即使在黑暗中摸索，也能辨认出来。"

现通常用此典故比喻没有师傅或门径，独自探索知识或技术
的掌握与创造。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八

滥竽充数的主人公是谁?



滥竽充数的主人公是：南郭处士

滥竽充数的故事

古时候，齐国的国君齐宣王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听吹竽，手
下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齐宣王喜欢热闹，爱摆排场，总
想在人前显示做国君的威严，所以每次听吹竽的时候，总是
叫这300个人在一起合奏给他听。有个南郭先生听说了齐宣王
的这个癖好，觉得有机可乘，是个赚钱的好机会，就跑到齐
宣王那里去，吹嘘自己说：“大王啊，我是个有名的乐师，
听过我吹竽的人没有不被感动的，就是鸟兽听了也会翩翩起
舞，花草听了也会合着节拍颤动，我愿把我的绝技献给大王。
”齐宣王听得高兴，不加考察，很痛快地收下了他，把他也
编进那支300人的吹竽队中。

这以后，南郭先生就随那300人一块儿合奏给齐宣王听，和大
家一样拿优厚的薪水和丰厚的赏赐，心里得意极了。其实南
郭先生撒了个弥天大谎，他压根儿就不会吹竽。每逢演奏的
时候，南郭先生就捧着竽混在队伍中，人家摇晃身体他也摇
晃身体，人家摆头他也摆头，脸上装出一副动情忘我的样子，
看上去和别人一样吹奏得挺投入，还真瞧不出什么破绽来。
南郭先生就这样靠着蒙骗混过了一天又一天，不劳而获地白
拿薪水。

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爱听竽合奏的齐宣王死了，他的
儿子齐湣(min)王继承了王位。齐湣王也爱听吹竽，可是他和
齐宣王不一样，认为300人一块儿吹实在太吵，不如独奏来得
悠扬逍遥。于是齐湣王发布了一道命令，要这300个人好好练
习，作好准备，他将让它300人轮流来一个个地吹竽给他欣赏。
乐师们知道命令后都积极练习，想一展身手，只有那个滥竽
充数的南郭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他想
来想去，觉得这次再也混不过去了，只好连夜收拾行李逃走
了。



故事讲到这里，通常讲故事的人会分析道：像南郭先生这样
不学无术靠蒙骗混饭吃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假
的就是假的，最终逃不过实践的检验而被揭穿伪装。我们想
要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奋学习，只有练就一身过硬的真
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考验。

这样的分析是对的然而我们还要考虑的是难道只有一个南郭
先生是个充数的吗?齐宣王不是这样吗?他是真喜欢音乐还是
喜欢热闹与排场吗?如果没有烂耳充听的.齐宣王哪会有滥竽
充数的南郭先生呢?没有昏庸的君主奸臣又哪会有一席之地
呢!

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提君王与大臣。我们把齐国当
作一个公司，总裁要招聘员工，南郭来应聘，齐宣总裁一看
这人仪表堂堂，又能说会到，写的简历有极其丰富，便任用
了他。南郭时而恭维老总时而拉拢同事，随无真才识学却高
官厚禄。老总裁死了新总裁上任，新总裁制定了新的工作制
度，明确每个职务的责、权、利，制定了相应考核计划，实
行绩效工资，可怜的南郭先生只好辞职回家了。作为一个公
司，难免会有滥竽充数的员工，老板不可能让每个人去勤奋
学习，作为管理者要辨别人才、使用人才，让合适得人做合
适的工作，指定严谨的考核制度，这样滥竽充数的人哪有机
会充呢?!一个公司的发展不在于滥竽充数的员工，更在于烂
耳充听的领导啊!

滥竽充数字面意思是说：不会吹竽的人混在吹竽的队伍里充
数。比喻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内行人之中，以次充好。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九

唐僖宗时，有个叫崔沆的主考官，录取了一个叫崔瀣的考生。
由于两人都姓崔，而他们的单名“沆”和“瀣”连在一起，
又恰恰是表示夜间水气的“沆瀣”两字，于是有人就开玩笑
说他们是“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比喻彼此气味相投。

春秋时，弱小的息国与较大的郑国相邻。一次两国发生争执，
息国国君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出兵侵略郑国，被郑
国军队打得大败。当时有见识的人就认为息国不仅无理，而
且还“不量力”，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果然，没有多久，
息国就被楚国灭亡了。

不自量力：指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三国时，蜀主刘备死后，由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继位。后来
蜀国灭亡，刘禅投降司马昭后被带到洛阳，一次，司马昭请
刘禅饮酒，席间让人表演了一些蜀国的娱乐节目。当时跟随
刘禅投降的蜀国人看后都产生了亡国的伤感，唯独刘禅嬉笑
自如。后来司马昭问他是否怀念故国刘禅却回答说：“此间
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比喻乐而忘本或乐而忘返。

春秋时，楚国攻打郑国，晋军元帅栾书率军前去救援。楚军
一见晋军，就撤回去了。栾书于是转而攻打依附楚国的蔡国。
楚国急忙派出两个县的兵力，前来援救。这时，晋军上下斗
志高昂，准备迎战楚军。只有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
劝栾书退兵，避开楚军的锋芒。栾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
来晋军趁楚军回国之际，出兵攻克了蔡国。

从善如流：比喻乐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春秋时，楚灵王为了称霸，想与诸侯会盟，派椒举前去邀请
晋平公参加。晋平公想拒绝，司马侯劝他去。晋平公
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多，而楚国又多灾多难。我们完
全用不着怕它。”他劝晋平公把眼光放远点，同意楚灵王的
邀请。“多难以固其国”后多作“多难兴邦”。邦：国家。



多难兴邦：指多经困难，反而可以促使上下团结奋斗，使国
家强盛起来。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的，有一次他到齐
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好，珠宝畅销起见，特地用名贵的
木料，造成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装饰得非常精致美观，
使盒子会发出一种香味，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了价
钱后，就买了一个，打开盒子，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退还
给珠宝商。

从前有个农夫，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兔
子撞到田边的树桩上死了，他什么都不用做，白拣了一只兔
子吃，很高兴。

从此，他就不再种田，干农活了，天天坐到树桩上等兔子，
结果就饿死了。

寓意：不要把偶然的'幸运，当成长久的依靠。

从前宋国一个农夫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
边去看。三天过去了，禾苗没见动静。他想出一个办法，就
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棵棵拔高一些。回去对儿子说禾苗
长高了一大截，儿子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

寓意：做事做人不忍急于求成，最终适得其反！

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前
蜀·牛峤《灵怪录·郭翰》。神话传说，仙女的衣服没有衣
缝。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么毛病。

传说古代太原人郭翰在夏夜里乘凉，见一个仙女从天上下来，
她身穿白衣，美丽绝伦。她告诉他她名叫织女。郭翰仔细欣



赏织女的衣裳浑然一体，竟看不出一丝线缝，好奇问织女。
织女答道：“天衣本非针线为也。”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西
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手下的韩信因得不到重用就投靠刘邦。
刘邦认为韩信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就把他的衣服送给韩信，
还给韩信送去精美的食物、兵马。韩信带兵灭掉齐国。项羽
派武涉去劝韩信自立为王，被韩信拒绝。

我为百姓父母，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南史·陈后主
纪》。

释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
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阻碍。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了隋朝，称隋文帝，统
一北方后，面对长江以南的陈朝就想统一全国，他经常对手
下人说：“我是老百姓的父母，难道因为像衣带似的长江就
能挡住我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于是出兵渡江灭掉陈朝。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

释义——戴：加在头上或用头顶着。不愿和仇敌在一个天底
下并存。形容仇恨极深。

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要挟南宋皇帝递降书顺表，宋高宗、
秦桧贪生怕死，准备降金。大臣胡铨写《戊午上高宗封事》
表示反对：“誓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希望斩下他的人头悬
挂城门示众，然后诛杀金国使者。否则自己将蹈东海而
死。”

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以为是邻居家的儿子偷



去了，于是处处注意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越看越觉
得那人像是盗斧的贼。后来，丢斧子的人找到了斧子，原来
是前几天他上山砍柴时，一时疏忽失落在山谷里。找到斧子
后，他又碰见了邻居的儿子，再留心看看他，怎么也不像贼
了。

疑邻盗斧：不注重事实根据，对人、对事胡乱猜疑。

周朝有位卿士叫凡伯。凡伯不但有诗才，而且善于治理国事。
后来，他在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可是，周厉王飞横跋扈，
枉法断事。奸臣则百般诌媚讨好。凡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
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

周厉王对凡伯十分厌烦，从此，奸臣出入宫廷，不把凡伯放
在眼里。凡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
诗中抨击奸臣说：“作恶多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后比喻事物坏到无法
挽救的地步。

古代南北朝的时候，宋国有位将军姓宗名悫，他从小就很勇
敢，也很有抱负。有一天，宗悫的叔父问他有什么志向，宗
悫回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意思是：我一定要突
破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干一番事业。宗悫经过勤学苦练，
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后来，人们就用“乘风破浪”来形容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
精神。

从前有一个下棋能手名叫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

秋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
集中精力跟老师学习。另一个却不这样，他认为学下棋很容
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



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可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
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
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个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
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点本事。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十

1、沆瀣一气

唐僖宗时，有个叫崔沆的主考官，录取了一个叫崔瀣的考生。
由于两人都姓崔，而他们的单名“沆”和“瀣”连在一起，
又恰恰是表示夜间水气的“沆瀣”两字，于是有人就开玩笑
说他们是“沆瀣一气”。

沆瀣一气：比喻彼此气味相投。

2、不自量力

春秋时，弱小的息国与较大的郑国相邻。一次两国发生争执，
息国国君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出兵侵略郑国，被郑
国军队打得大败。当时有见识的人就认为息国不仅无理，而
且还“不量力”，是走在死亡的道路上。果然，没有多久，
息国就被楚国灭亡了。

不自量力：指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3、乐不思蜀

三国时，蜀主刘备死后，由昏庸无能的儿子刘禅继位。后来
蜀国灭亡，刘禅投降司马昭后被带到洛阳，一次，司马昭请
刘禅饮酒，席间让人表演了一些蜀国的娱乐节目。当时跟随
刘禅投降的蜀国人看后都产生了亡国的伤感，唯独刘禅嬉笑



自如。后来司马昭问他是否怀念故国刘禅却回答说：“此间
乐，不思蜀”。

乐不思蜀：比喻乐而忘本或乐而忘返。

4、从善如流

春秋时，楚国攻打郑国，晋军元帅栾书率军前去救援。楚军
一见晋军，就撤回去了。栾书于是转而攻打依附楚国的蔡国。
楚国急忙派出两个县的兵力，前来援救。这时，晋军上下斗
志高昂，准备迎战楚军。只有知庄子、范文子、韩献子三人
劝栾书退兵，避开楚军的锋芒。栾书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后
来晋军趁楚军回国之际，出兵攻克了蔡国。

从善如流：比喻乐于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5、多难兴邦

春秋时，楚灵王为了称霸，想与诸侯会盟，派椒举前去邀请
晋平公参加。晋平公想拒绝，司马侯劝他去。晋平公
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多，而楚国又多灾多难。我们完
全用不着怕它。”他劝晋平公把眼光放远点，同意楚灵王的`
邀请。“多难以固其国”后多作“多难兴邦”。邦：国家。

多难兴邦：指多经困难，反而可以促使上下团结奋斗，使国
家强盛起来。

6、买椟还珠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商人，专门卖珠宝的，有一次他到齐
国去兜售珠宝，为了生意好，珠宝畅销起见，特地用名贵的
木料，造成许多小盒子，把盒子雕刻装饰得非常精致美观，
使盒子会发出一种香味，然后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问明了价
钱后，就买了一个，打开盒子，把里面的宝物拿出来，退还
给珠宝商。

7、守株待兔

从前有个农夫，有一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只兔
子撞到田边的树桩上死了，他什么都不用做，白拣了一只兔
子吃，很高兴。

从此，他就不再种田，干农活了，天天坐到树桩上等兔子，
结果就饿死了。

寓意：不要把偶然的幸运，当成长久的依靠。

8、揠苗助长

从前宋国一个农夫担心自己田里的禾苗长不高，就天天到田
边去看。三天过去了，禾苗没见动静。他想出一个办法，就
急忙奔到田里，把禾苗一棵棵拔高一些。回去对儿子说禾苗
长高了一大截，儿子跑到田里一看，禾苗全都枯死了。

寓意：做事做人不忍急于求成，最终适得其反！

9、天衣无缝

徐视其衣并无缝，翰问之，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前
蜀·牛峤《灵怪录·郭翰》。神话传说，仙女的衣服没有衣
缝。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么毛病。

传说古代太原人郭翰在夏夜里乘凉，见一个仙女从天上下来，
她身穿白衣，美丽绝伦。她告诉他她名叫织女。郭翰仔细欣
赏织女的衣裳浑然一体，竟看不出一丝线缝，好奇问织女。
织女答道：“天衣本非针线为也。”



10、解衣衣人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西
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

楚汉相争时期，项羽手下的韩信因得不到重用就投靠刘邦。
刘邦认为韩信是一个很好的人才，就把他的衣服送给韩信，
还给韩信送去精美的食物、兵马。韩信带兵灭掉齐国。项羽
派武涉去劝韩信自立为王，被韩信拒绝。

11、一衣带水

我为百姓父母，岂可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南史·陈后主
纪》。

释义：一条衣带那样狭窄的水。指虽有江河湖海相隔，但距
离不远，不足以成为交往的阻碍。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建立了隋朝，称隋文帝，统
一北方后，面对长江以南的陈朝就想统一全国，他经常对手
下人说：“我是老百姓的父母，难道因为像衣带似的长江就
能挡住我去拯救那里的老百姓吗？”于是出兵渡江灭掉陈朝。

12、不共戴天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

释义——戴：加在头上或用头顶着。不愿和仇敌在一个天底
下并存。形容仇恨极深。

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要挟南宋皇帝递降书顺表，宋高宗、
秦桧贪生怕死，准备降金。大臣胡铨写《戊午上高宗封事》
表示反对：“誓与秦桧等人不共戴天，希望斩下他的人头悬
挂城门示众，然后诛杀金国使者。否则自己将蹈东海而



死。”

13、疑邻盗斧

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以为是邻居家的儿子偷
去了，于是处处注意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越看越觉
得那人像是盗斧的贼。后来，丢斧子的人找到了斧子，原来
是前几天他上山砍柴时，一时疏忽失落在山谷里。找到斧子
后，他又碰见了邻居的儿子，再留心看看他，怎么也不像贼
了。

疑邻盗斧：不注重事实根据，对人、对事胡乱猜疑。

14、不可救药

周朝有位卿士叫凡伯。凡伯不但有诗才，而且善于治理国事。
后来，他在周厉王身边辅佐朝政。可是，周厉王飞横跋扈，
枉法断事。奸臣则百般诌媚讨好。凡伯直言相劝，列数朝政
弊端，奸臣却在周厉王耳边说他的坏话。

周厉王对凡伯十分厌烦，从此，奸臣出入宫廷，不把凡伯放
在眼里。凡伯十分愤慨，写了一首诗，后来收入《诗经》。
诗中抨击奸臣说：“作恶多端，不可救药！”

“不可救药”：病重到不能用药救活。后比喻事物坏到无法
挽救的地步。

15、乘风破浪

古代南北朝的时候，宋国有位将军姓宗名悫，他从小就很勇
敢，也很有抱负。有一天，宗悫的叔父问他有什么志向，宗
悫回答道：“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意思是：我一定要突
破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干一番事业。宗悫经过勤学苦练，
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



后来，人们就用“乘风破浪”来形容不怕困难，奋勇前进的
精神。

16、专心致志

从前有一个下棋能手名叫秋，他的棋艺非常高超。

秋有两个学生，一起跟他学习下棋，其中一个学生非常专心
集中精力跟老师学习。另一个却不这样，他认为学下棋很容
易，用不着认真。老师讲解的时候，他虽然坐在那里，眼睛
也好像在看着棋子可心里却想着：“要是现在到野外射下一
只鸿雁，美餐一顿该多好。”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
老师的讲解一点也没听进去。

结果，虽然两个学生同是一个名师传授，但是，一个进步很
快，成了棋艺高强的名手，另一个却没学到一点本事。

17、按图索骥

孙阳有个儿子，看了父亲写的《相马经》，以为相马很容易，
就拿着这本书到处找好马。他按照书上所绘的图形去找，一
无所获。又按书中所写的特征去找，最后发现有一只癞蛤蟆
很像书中写的千里马的特征，便高兴地把癞蛤蟆带回家，对
父亲说：“爸爸，我找到一匹千里马，只是蹄子稍差些。”
父亲一看，哭笑不得，没想到儿子竟如此愚笨，便幽默地说：
“可惜这马太喜欢跳了，不能用来拉车。”接着感叹
道：“所谓按图索骥也。”

18、班门弄斧

采石江边一堆土，李白之名高千古；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



这是明朝一个诗人《题李白墓》。李白是举世闻名的唐代大
诗人，死后名传千古。多少文人墨客经过李白墓前，都想停
留片刻，吟诗抒发内心感受。而他们这种行为只能是附庸风
雅，“鲁班门前班门弄斧”，太不自量力了。

鲁班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他是一个善于制作精巧器具的能
手，人们叫他“巧人”，民间历来把他奉为木匠的始祖。谁
敢在鲁班门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也就是说，想在大行家
面前显示自己的本领，这种太不谦虚的可笑行为，就叫
做“鲁班门前弄大斧”，简称“班门弄斧”。这和俗语所说的
“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差不多。

其实，“班门弄斧”这句成语早在唐朝就有它的雏形了。文
学家柳宗元在一篇序文中就有这样一句：“操斧于班郢之门，
斯颜耳！”意思是说，在鲁班和郢人（也是一个操斧能手）
的门前表现用斧子的本事，脸皮也太厚了。

这句成语有时也用作自谦之词，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卖
弄自己的小本领。

19、杯弓蛇影

有一天，乐广请他的朋友在家里大厅中喝酒。那个朋友在喝
酒的时候，突然看见自己的酒杯里，有一条小蛇的影子在晃
动，他心里很厌恶，可还是把酒喝了下去。喝了之后，心里
到底不自在，放心不下。回到家中就生起病来。

隔了几天，乐广听到那个朋友生病的消息，了解了他得病的
原因。乐广心里想：“酒杯里绝对不会有蛇的！”于是，他
就跑到那天喝酒的地方去察看。原来，在大厅墙上，挂有一
把漆了彩色的弓。那把弓的影子，恰巧映落在那朋友放过酒
杯的地方，乐广就跑到那个朋友那里去，把这事解释给他听。
这人明白了原因以后，病就立刻好了。



后来人们就用“杯弓蛇影”比喻疑神疑鬼，自相惊扰。

20、伯乐相马

传说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
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孙阳，他是春秋时代的人。由于
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
称他为伯乐，一直到现在。

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
楚王说明，千里马少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
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仔细寻访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辛苦
倍至，但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
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
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
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
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刻从声音中判断出，
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十一

太行、王屋两座山，方圆七百里，高七八千丈，本来在冀州
的南边，黄河的北边。

北山一位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面对着山居住。他
苦于山的北面交通堵塞，出来进去都要绕路，就聚集全家来
商量说：“我跟你们尽全力铲除险峻的大山，使道路一直通
向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南岸，可以吗?”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他的妻子提出疑问说：“凭借您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小山都
不能铲平，又能把太行、王屋这两座山怎么样呢?况且把土石



放到哪里去呢?”众人纷纷说：“把它扔到渤海的边上去，隐
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上了山，
凿石掘土，用箕畚装了土石运到渤海的边上，邻居姓京城的
寡妇有个孤儿，才七八岁，也跳跳蹦蹦前去帮助他们。冬夏
换季，他们才往返一次。

河曲智叟知道这件事后嘲笑并阻止愚公，说：“你太不聪明
了!就凭你残余的年岁和剩下的力量，甚至不能毁掉山上的一
棵草木，又能把山上的泥土、石头怎么样呢?”北山愚公长叹
说：“你思想顽固，顽固到了不可改变的地步，还不如寡妇、
孤儿。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
儿子;儿子又有儿子，儿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然
而山却不会增加高度，何必担忧挖不平?”河曲智叟没有话来
回答。

手里拿着蛇的山神听说了这件事，怕他不停地干下去，向天
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命令大力神夸娥
氏的两个儿子背负着两座山，一座放在朔东，一座放在雍南。
从此，冀州的南部，到汉水南岸，没有高山阻隔了。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
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烛光，让
烛光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家中有很
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对这件事
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能得到诵读
一遍你家的书的机会。”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
他读。匡衡最终成了大学问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
是儒家的创始人。

孔子年老时，开始周游列国。在他六十四岁那年，来到了楚
国沈诸梁的封地叶邑(今河南叶县附近)。



楚国令尹、司马沈诸梁，热情接待了孔子。沈诸梁人称叶公，
他只听说过孔子是个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出了许多优
秀的学生，对孔子本人并不十分了解，于是向孔子的学生子
路打听孔子的为人。

子路虽然跟随孔子多年，但一时却不知怎么回答，就没有作
声。

以后，孔子知道了这事，就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回答他：
‘孔子的为人呀，努力学习而不厌倦，甚至于忘记了吃饭，
津津乐道于授业传道，而从不担忧受贫受苦;自强不息，甚至
忘记了自己的年纪。’这样的话呢?”

孔子的话，显示出他由于有远大的理想，所以生活得非常充
实。

成语故事小学生演讲篇十二

相传，古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节日之夜，有个大财主
在家大摆酒席。大家划拳喝酒，喧声如潮。

突然，闹得最欢的一个老头大汗淋漓，翻着白眼，捂住脖子，
拼命地咽着唾沫。原来是他刚才急着说话，嘴里一块牛肉没
嚼烂就吞了下去，结果喉咙被堵住了。

这时，在场的人纷纷围了过来，有的说快灌一杯冷水，有的
说要再咽一块肉，有人使劲扳开老头的嘴巴，拿起筷子就要
往里夹取，有人则使劲捏着他的脖子往下刮。众人七嘴八舌，
动手动脚，把老头折腾得痛苦极了。

最后，老头气得按捺不住，大吼一声“滚开”，那块牛肉居
然跟着喷了出来。众人大笑，正要回座位继续吃喝，财主却
高声说道：“各位请回吧。



那位老者的遭遇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老夫认为：要想不再发
生这样的灾祸，酒肉不可吃，三餐不可有。本府以后再也不
许人吃饭了。”说完，就下令把厨房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打
碎，柴米油盐一律放火烧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