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优质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
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篇一

引导语：演讲稿是人们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的文稿。包括演
讲前准备的完整文稿和演讲后整理的文字记录。它是口头演
讲的一种局面形式，具有有声性、宣传性和鼓动性的特点。
它是出自于某种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的需要而进行的，在特
定的公开场合进行当众的言态表达，具有很强的社会公开性。
今天，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范文，欢
迎阅读与参考!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生命是“1”》。

布莱恩让是泰国着名耍蛇人，且他耍的不是一般的蛇，而是
令人毛骨悚然的剧毒眼镜蛇。

1998年，26岁的布莱恩让和一千条眼镜蛇同在一个玻璃柜
中“同居”了整整7天而安然无恙，创下当时的吉尼斯纪录，
被誉为世界“蛇王”，闻名全球。

2004年3月19日，泰国气候炎热，空气沉闷。许多人从曼谷开
车赶赴布莱恩让的住所，观看他高超的耍蛇技艺。布莱恩让
和往常一样，把一条条“驯服有素”的眼镜蛇从竹筒里倒出
来和他一起表演。其间，一条眼镜蛇屡次不听“号令”，蜷
盘着长长的身子赖在舒适、清凉的竹筒里，但抵挡不住主人的



“威逼利诱”，很不情愿地登台表演。布莱恩让十分娴熟地
操控着几十条眼镜蛇，任它们自由灵活地游弋、穿行并缠绕
在自己的身体上。突然，就是刚才企图赖在竹筒里偷懒的那
条蛇，猛地对布莱恩让发起攻击，在他的胳膊肘上咬了一口，
鲜血立刻流了出来。观众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坏了，诧
异地叫出声来，纷纷提醒并劝说布莱恩让去医院治疗。布莱
恩让脸上显出几分尴尬，额上沁出许多汗珠，但他却装做什
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继续着表演。可是，观众们发现，布莱
恩让原本从容、利落的动作逐渐凌乱、迟钝，且大汗淋漓。
大家再次劝阻他停止表演，赶紧救治。然而，布莱恩让尽管
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明显地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仍强撑
着坚持摇头说：“不行，没事的。我的表演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差错和失误……”接下来，他的情形越来越糟糕，而
他却坚持不肯中断表演。大家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一番后，
心照不宣地纷纷快速离去，好使布莱恩让抛却“面子”，抓
紧时间救治。

观众刚一离开，布莱恩让就像醉汉一般倒在地上。家人连忙
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可是，医生检查后却十分痛心地说：
眼镜蛇的毒素已侵袭了他的整个中枢神经和心脏。年仅34岁
的蛇王布莱恩让停止了呼吸，一命呜呼。曾经的荣誉和称号，
随着他生命的终结，成为永久的回忆。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不肯放弃的林肯》。

坚持到底的最佳实例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知
道有谁从末放弃，那就不必再寻寻觅觅了!

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的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竞
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好多



次，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也正因为他没有放弃，
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以下是林肯进驻白宫前的简历：

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篇二

名人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他们的励志故事更是引无数人
将之奉为榜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名人励志故事演讲
稿，欢迎大家阅读!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不肯放弃的林肯》。

坚持到底的最佳实例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你想知
道有谁从末放弃，那就不必再寻寻觅觅了!

生下来就一贫如洗的林肯，终其一生都在面对挫败，八次竞
选八次落败，两次经商失败，甚至还精神崩溃过一次。好多
次，他本可以放弃，但他并没有如此，也正因为他没有放弃，
才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以下是林肯进驻白宫前的简历：

1816年，家人被赶出了居住的地方，他必须工作以抚养他
们;1818年，母亲去世;1831年，经商失败;1832年，竞选州议
员但落选了;1832年，工作也丢了，想就读法学院，但进不
去;1833年，向朋友借钱经商，但年底就破产了，接下来他花
了十六年，才把债还清;1834年，再次竞选州议员，赢
了!1835年，订婚后即将结婚时，末婚妻却死了，因此他的心
也碎了;1836年，精神完全崩溃，卧病在床六个月;1838年，



争取成为州议员的发言人，没有成功;1840年，争取成为选举
人了，失败了;1843年，参加国会大选落选了;1846年，再次
参加国会大选 这次当选了!前往华盛顿特区，表现可圈可
点;1848年，寻求国会议员连任失败了!

1849年，想在自己的州内担任土地局长的工作，被拒绝
了!1854年，竞选美国参议员，落选了;1856年，在共和党的
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的提名，得票不到一百张;1858年，
再度竞选美国参议员一一再度落败;1860年，当选美国总统。

此路艰辛而泥泞。我一只脚滑了一下，另一只脚也因而站不
稳;但我缓口气，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滑一跤，并不是死去
而爬不起来。” --林肯在竞选参议员落败后如是说。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无人需要的数字》。

爱尔兰作家伯明罕年轻时曾在一所乡村小学做过多年的教师。
那所学校既偏僻又破旧，校舍是由废弃的农场改造而成的，
学生最多时也没过百，一片没有任何体育设施的空地是孩子
们课间嬉戏玩耍的乐园。加上伯明罕，学校共有三名教师，
这两名教师因为忍受不了学校的艰苦和荒凉，相继离开了学
校，只留下伯明罕这唯一的教师兼校长坚守在学校。伯明罕
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将自己的所学所悟传授给一个个天真烂
漫的学生，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他吃住都在学校，环境恶
劣，条件艰苦，除了学生，一年难得见到几个人，这些对他
来说都不算什么，最令他受不了的是，每年他都得几次徒
步40里地到当地的教育部门送各种报表。

有些报表在他看来纯属浪费时间，毫无一点用处。比如有一



个报表要求每个学校每年报送一次校舍的面积，自从伯明罕
来到这个乡村学校，校舍面积从来就没有过一平方米的增减。
伯明罕有一次负气地拒送这张表格，没过多久，教育部门就
派人光顾了这所几乎被人遗忘的学校，警告伯明罕说，如果
再不按时报送他们所要求的各种报表，他们就将关闭这所学
校。从那以后，伯明罕虽然心中充满不满，但再也不敢怠慢。
前几年，伯明罕都是如实地填写那个不变的数字，表格送上
去后就如同石沉大海，再无任何反应。这一年，伯明罕突发
奇想，决定变化一下数字，他将校舍面积乘二以后得出的数
字填在了报表上，报上去后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反馈。第二年，
他将数字在上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倍，仍然是没人理睬。
此后数年，他都如法炮制，一次增加一倍，不断膨胀的数字
丝毫没有引起教育部门的注意。直到有一年，伯明罕望着自
己填写的数字，决定计算一下，如果自己的学校真有这么大
面积校舍的话，那究竟有多大。计算出的结果令他大吃一惊，
他上报的“学校”太大了，不仅远远大于圣保罗大教堂，而
且远大于爱尔兰的任何一所学校，甚至还大于剑桥大学和牛
津大学。伯明罕暗自猜测，校舍面积不断扩大符合教育官员
的要求，所以虽然没有任何反馈，但也没人来学校找事。

如果将校舍面积缩小，教育部门会不会派人来查访呢?伯明罕
将大得惊人的校舍面积缩小了一半报了上去，几个月过去了，
仍然没人理睬。以后几年，伯明罕都成倍缩小数字，直到他
告别学校，都没有见到教育官员的影子。伯明罕最终明白，
他所上报的大大小小的数字，其实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哪怕是
心不在焉地瞄上一眼，没有人需要这个数字，他们需要的只
是那张报表，不，他们连报表也不需要，需要报表的是流于
形式的所谓的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

多年以后，伯明罕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段经历，他
说：“我渐渐认识到：条款、规章、规定或制度并不可恶，
可恶的是那些随意制订并机械而刻板地使用它们的官员们。
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帮助是，它让我实实在在、真真切切地
领悟到了——什么叫形式主义，什么叫官僚?!”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篇三

凡尔纳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幻小说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凡
尔纳为了发表他的第一部作品，曾经遭受过多么大的挫折！
这里记录的，就是凡尔纳的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

186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凡尔纳刚吃过早饭，正准备到邮局
去，突然听到一阵敲门声，他开门一看，原来是一个邮递员。

邮递员把一包鼓囊囊的邮件递到了凡尔纳的手里。一看到这
样的邮件，凡尔纳就预感到不妙，自从他几个月前把他的第
一部科幻小说《乘气球五周记》寄到各出版社后，收到这样
的邮件已经是第十四次了。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一看，上面写道：“凡尔纳先生：
书稿经我们审读后，不拟出版，特此奉还。”

每看到这样一封封退稿信，凡尔纳心里都是一陈绞痛。这次
是第十五次了，还是未被采用。凡尔纳此时已深知，那些出
版社的“老爷”们是如何看不起无名作者。他愤怒地发誓，
从此再也不写了。

他拿起手稿向壁炉走去，准备把这些稿子付之一炬。他妻子
赶过来，一把抢过书稿紧紧抱在怀里。此时的凡尔纳余怒未
息，说什么也要把稿子烧掉。

他妻子急中生智，以满怀关切的语言安慰丈夫，“亲爱的，
不要灰心，再试一次吧，也许这次能交上好运的。”听了这
句话以后，凡尔纳夺书稿的手，慢慢放下了。他沉默了好一
会儿，然后接受了妻子的劝告，又抱起这一大包书稿到第十
六家出版社去碰运气。



这次没有落空，读完书稿后，这家出版社立即决定出版此书，
并与凡尔纳签订了20年的出书合同。没有他妻子的疏导，没有
“再努力一次”的勇气，我们也许根本无法读到凡尔纳笔下
那些脍炙人口的科幻故事，人类就会失去一份极其珍贵的精
神财富。

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篇四

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张海迪1955年出生在山东半岛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
5岁的时候，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生活不能自理。医生
们一致认为，象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在
死神的威胁下，张海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许不会长久了，
她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工作而难过，更加珍惜自己的分分秒秒，
用勤奋的学习和工作去延长生命。

她在日记中写到：“我不能碌碌无为地活着，活着就要学习，
就要多为群众做些事情。既然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
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1970年，她随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母到莘县尚楼大队插队
落户，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便萌生了学习医
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
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
《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
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
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
练针体会针感。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
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
万多人次。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
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



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
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写
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
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
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现在她已是山东省
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她的作品《轮椅上的梦》问世，又一
次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
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
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
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
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
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
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
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7、8个年头的努力，她不
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
《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时，
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
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以后，张海迪又不断进取，学习了日语、德语和世界语。海
迪还尽力帮助周围的青年，鼓励他们热爱生活、珍惜青春，
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为祖国的兴旺发达献出自己的
光和热。不少青少年在她的辅导下考取了中学、中专和大学，
不少迷惘者在与她的接触中受到启发和教育变得充实和高尚
起来。张海迪在轮椅上唱出了高昂激越的生命之歌，这支歌
的主旋律是：一个人生命的价值在于为祖国富强、人民幸福
而勇敢开拓、无私奉献。

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你是否能跟上？

名人励志故事演讲稿篇五

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但他狂热地喜爱诗歌。



他的第一本诗集印了l000册，但很可惜，一本都没卖掉。他
只好把这些诗集全都送了人。当时已功成名就的美国著名诗
人郎费罗、洛威尔和霍姆斯等人，对这本小册子根本不屑一
顾，而大诗人惠蒂埃甚至把它丢进了火炉里。因为在他们眼
中，一个木匠的儿子，根本就不配写诗。

方方面面的冷落和骂声，像寒冬的北风一样袭来，他的心顿
时冻成了冰块。就在他几近绝望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位诗人
的回信，那人对他的诗集大加赞扬，并说：“我认为它是美
国至今所能贡献的最了不起的聪明才智的精华。”

这真诚的夸奖和赞誉，使他犹如在濒死的边缘，看到了希望
的曙光。他从此坚定了自己写诗的信念。多年后，他成为英
国甚至全世界公认的伟大诗人，他惟一的诗集也成了美国乃
至人类诗歌史上的经典。

他就是华尔特·惠特曼，那部诗集的名字叫《草叶集》。而
当年那位写信对他予以赞美和鼓励的诗人，乃是当时英国文
坛的名宿爱默生。

凡俗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受到别人的非议和冷落是不
可避免的。但我们千万不能被批评的唾沫淹没向上的渴望，
被冷漠的眼神封锁萌动的激情，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
黑暗无边无际，但总有一盏灯火能为你点燃，为你驱散心灵
上的阴霾，给你温暖，给你慰藉，给你信心和勇气，哪怕，
那仅仅是一点微光。

励志的名人故事演讲稿：站上梦想的凳子

都快8岁了，他10以内的加减法还是算得一塌糊涂。父亲把墙
根下玩打石头的他拽起来，给了他一个书包说，上学去吧。

父母一天到晚想着他能有一个正经营生。有一年秋天，他蘸
着黑墨水，在自己家的围墙上画了一个四角的亭子，几棵高



树，还有一些波光粼粼的水。邻居说，这孩子画得不赖，将
来当个画匠吧。他以为，他将来能当走村串户的画匠了，就
有意无意地留心看画匠干活。那年，有一个人给他大舅家画
墙围子，也画了一处山水，还题了“桂林山水贾天下”的字，
他明知道那个“贾”字错了，但没敢讲出来。

就在他还不能确定是否能当画匠的时候，父母又发现了他的
另一个“长处”。有一次他和隔壁春四家的小子，剪下许多
猫猫狗狗的纸样，拿着手电钻进鸡窝里“放电影”。在浪费
了好几节电池之后，父亲去公社找放映队的人，看能不能给
他找下一个营生，哪怕打打杂，抱抱片子什么的都可以。后
来公社倒是给了他们村一个名额，不过，不是给了他，而是
村支书的儿子。

眼看当画匠无望，又当不成放电影的，父母盘算着该让他回
家种地了，并预谋着要为他订下邻村的一个女孩。就在这时
候，他竟然又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县里的高中。父亲一下子发
了愁。上吧，非但会误了田地的活，而且还会误了邻村的女
孩，更要紧的是，村里边从来没有谁考上过大学，于是坚信
自己家的祖坟也不会有这根草，父亲说，别上了。母亲见他
支支吾吾的，说，上吧，走一步算一步。

上完高中，他考上了一所三流的专科学校。他的人生如果就
这样下去的话，毕业了，回老家教教书，或许一辈子就这样
没有波澜地过完。然而，大二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来。那时，学校办着一份自己的报刊，有一个副刊，一个月
要出一两期的，他常常见有同学的文章在上面发表。他想，
在毕业之前，自己要完成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在
校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把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他开
始疯狂地写东西，写完后，就拿去让教写作的老师看，稍有
得到赞许的，就投给校报编辑部。到后来，老师也不愿给看
了，他就埋下头来自己琢磨。他为此看了许多的书，也浏览
了不少的报刊。然而，投给校报的许多稿件，都如泥牛入海。



他不想把这些凝着自己心血的文稿扔了，抱着试试看的想法，
他向本市的日报社投去几篇，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文字竟然出现在了本市的日报上。再后来，他的名字相
继出现在了省内外的报刊上。从此以后，他在文学创作方面
更加勤奋了，因为他发现，他还有着一项自己都意想不到的
才能。

这个人就是贾先生。这是他在一次笔会上讲出来的。讲完后，
他颇有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是被别人安排着过
完一生的，被安排着学哪门技术，被安排着进哪个学校，被
安排着在哪个单位上班……却从来没有真正自己为自己安排
一件事情去做。人在这时候，最需要有一只凳子，你站上去，
才会发现，你还有着许多没有挖掘出来的才能和智慧。而这
只凳子，就是突然闯进你心中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

最后，他笑着说，没有这个凳子，你永远看不到梦想，更别
说拥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