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实用5
篇)

随着社会一步步向前发展，报告不再是罕见的东西，多数报
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撰写的。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
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篇一

故事：鲁班，是战国时代的鲁国人，也称鲁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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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敢在鲁班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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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作“班门弄斧”。
和俗语所说的“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差不多。

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篇二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成语是其中的瑰宝。我们决定对成语
中名人故事进行研究，初步了解成语中蕴含的的古代名人故
事和著名历史事件，培养学习成语的兴趣，加深对成语的了
解。

1、通过网络和书等，从搜集成语中的名人故事。

2、列成表格。

3、通过调查和整理，从中发现什么，思考今后应当怎样做。

胸有成竹《文与可可谷偃竹记》北宋文同宋代画家文同(字与
可)擅画竹，诗人晃补之说：与可画竹，胸有成竹。比喻做事



之前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事情的的成功已有了十分的把握。

闻鸡起舞《晋书祖逖传》晋代祖逖、刘琨祖逖听到鸡叫，就
起来练剑准备随时效国家。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不学无术《汉书霍光传》汉代刘费陵、刘询承、霍光班固评
论霍光功过，说他不学无术比喻没有学问。没有本领。

成语是一个分富多彩的世界，其中既有历史名人的故事，也
有重要的历史事件，还记录着古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博大
精深，奥妙无穷。成语集中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它
是中国语言艺术的博物馆。

我们平时应该多积累成语，养成查字典的习惯，还要了解成
语中所包含着的历史名人故事和历史事件，这样能让我们从
中受到很多的利益。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成语是这其中的瑰宝，它短小而简练，
有很多故事出自于成语。在生活中，成语无处不在，但我们
却不了解这其中蕴含的意思，在这次综合性学习拓展中，我
决定利用网络、书籍等有效资源对成语中的名人故事进行研
究、学习。

1.查阅成语故事书，了解有关成语的故事。

2.上网查询有关成语故事的人物。并列成表格。

事例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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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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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图表

2成语是我国汉字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成语
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
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
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它代表了一
个故事或者典故。 成语又是一种现成的话，跟习用语、谚语
相近，但是也略有区别。成语大都出自书面，属于文语性质
的。其次在语言形式上，成语是约定俗成的四字结构，字面
不能随意更换;成语在语言表达中有生动简洁、 形象鲜明的
作用。



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篇三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成语是这其中的瑰宝，它短小而简练，
有很多故事出自于成语。在生活中，成语无处不在，但我们
却不了解这其中蕴含的意思，在这次综合性学习拓展中，我
决定利用网络、书籍等有效资源对成语中的名人故事进行研
究、学习。

1.查阅成语故事书，了解有关成语的故事。

2.上网查询有关成语故事的人物。并列成表格。

事例两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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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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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故事。

图表

2成语是我国汉字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成语
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
中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应用的。成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古代相
承沿用下来的，在用词方面往往不同于现代汉语它代表了一
个故事或者典故。 成语又是一种现成的话，跟习用语、谚语
相近，但是也略有区别。成语大都出自书面，属于文语性质
的。其次在语言形式上，成语是约定俗成的四字结构，字面
不能随意更换;成语在语言表达中有生动简洁、 形象鲜明的
作用。

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篇四

囊萤映雪

囊萤是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
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
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后用“囊萤映雪”比喻家境贫苦，
刻苦读书。燃荻读书。梁代时彭城人刘绮，“早孤家贫，灯
烛难办，常买荻折之，燃荻为灯”，发奋读书。

牛角挂书

隋朝李密，少年时候被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
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



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差使。李密并不懊丧，回家以后，
发愤读书，决定做个有学问的人。有一回，李密骑了一条牛，
出门看朋友。在路上，他把《汉书》挂在牛角上，抓紧时间
读书。此事被传为佳话。

断齑划粥

经过刻苦攻读，他终于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

悬梁刺股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他年轻时勤奋
好学，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从早到晚读
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不休息。时
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学习，就想
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他就找一
根绳子，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
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马上就
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这就时孙敬悬梁的故事。战国时
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时，由
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回家后，
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所以，
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常打
盹，直想睡觉。他也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一打
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感到
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使苏秦“刺股”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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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中名人故事的研究报告篇五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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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中的名人故事”。多些了解
我我们身边“成语中的名人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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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料整理。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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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中的名人故事”。多些了解
我我们身边“成语中的名人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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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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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中的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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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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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