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实用8篇)
范文范本是学习和评判作文、论文等文章质量的重要依据，
它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写作水平。在下面的自我介绍范文中，
你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写作技巧和思路。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一

李大钊说：“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
多好啊！”

在“五*四”女作家中，庐隐是创作小说最多的一位。而且她
的创作速度非常快，从不打底稿。所以在她短暂的创作生涯
中，她以旺盛的热情笔耕不辍，留下了大量小品文、游记和
杂文等等。

虽然庐隐主观上是要求前进的，虽然她具有男人的气质，但
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她对现实的认识是模糊的，因此她找不
到希望，最终带着对人世间的失望而魂归天国，去寻找她理
想中的庐山隐。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二

毕业那年，与寝室的三个兄弟一块儿租房住。那时，就业形
势已不乐观。离校时，我们都还没找到工作。

一间房，挤了两张床，中间只余半米过道。两张一米宽的小
床，每一张都要挤两条汉子。睡觉需要卧如弓，里面那个梦
中翻个身，另一个就得滚到地上去。刷牙洗脸在楼道里的公
用水池，做饭用的煤炉便放在门口。吃饭基本上都是下面条。
毕业之后的几个月，我们就这样以部落群居的形式凑合着。

找工作的过程是焦虑而毫无诗意的。前半个月还乐观，面对



人才市场眼花缭乱的岗位，挑挑拣拣，信心百倍地投简历，
用手蘸凉水梳理头发迎接面试。城市不大，很快，好点的企
业就被过滤一遍，但始终没有一家公司与我们眉目传情。心
冷了，本来就空的钱包更是即将山穷水尽。

这时，瘦瘦小小的老六找到了工作。他每日早早起床，晚上
很晚才回来。谁也不知道小六千的是什么工作，他没告诉我
们，但我们看得出他的疲惫。他肤色被晒得像黑炭，躺在床
上就打呼噜，怎么推都不醒。半个月后，他领了600元薪水。
我们很是羡慕，纷纷要求他帮我们引荐一下。他只是
说：“这活儿你们不会干。”我们仨很气愤，但小六虽然在
这点上自私，他挣的钱却是大家一起花的。这种状况一直持
续到秋深风冷时。小六一个人干活，养活我们四个人。他的
勤劳，让我这会儿想起来都有点汗颜。他工作回来，放下买
来的面条、鸡蛋，把锅放到火上，抓起扔在地上的衣服便洗。

老五是最早颓废下来的人。父母时而接济他一点儿，他整天
窝在房间里租了成摞的武侠书看。他最热衷的事，就是晚上
吃了饭拉着大家打牌。他悄悄告诉过我，工作的事，家里人
正在帮他跑，有了眉目他就回去。

老三则白天跟我一块儿跑人才市场，晚上就去附近的广场跳
交谊舞。他的舞技很出众。一天晚上，老三整夜未归。次日
清晨，他告诉我们他艳遇了。那女人离异，有房子，迷恋他
的青春气息。于是，老三成了最先搬出去住的人，从此我睡
的床空了一半。老三走时，哭得稀里哗啦：“兄弟们，我这
算不算卖身求荣啊？”

以后的夜里，老五哗啦哗啦玩着扑克，很黯然地嘟哝：“真
没意思，连打牌的人都凑不齐了。”老六在过道里下面条，
我拿着电话本翻看白天投过的岗位记录，心里空落落的。

老六失业时，我和老五才知道，他干的活儿是送水工。为了
多挣点钱，他往往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老六说：“不多挣



点，兄弟们连饭都吃不上了。”他挣下的血汗钱大多变成了
面条，有时还有点小酒，都装进了我们的肚子里。

那年的雪来得很早。刚进11月，风就刀片一样割耳朵，薄薄
的被子无法御寒。我和老六最先送走了喜滋滋的老五。他父
亲打来电话，说几乎花光家里所有积蓄，帮他进了县电力局。
看着老五踌躇满志地坐在长途车上朝我们挥手，我的泪水再
也忍不住落下来。我和老六都属于没有退路的人，退一步就
是脸朝黄土。

后来，老六找了家销售公司做业务，被外派到别的城市开拓
市场，我则有幸进了一家小公司的'策划部。将他送上火车那
天，雪仍在下。老六拉开车窗喊道：“哥，你要保重呀。”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悲凉。

回到曾经人声鼎沸的小屋，我呆呆地坐了很久，却在枕头下
发现一沓零零碎碎的钱，是老六留给我的。

那个晚上，我冒雪走到街上，找到一个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
我家是没有电话的，我打到邻居家，邻居再去叫我妈。妈妈
过来接电话时，我的牙齿已经在激烈颤抖了。我强忍着心底
的辛酸对妈妈说：“妈，我找到工作了，别操心。”泪水却
止不住流下来。

如今，小六已经在江城买房定居，他的孩子都会叫我叔叔了；
老五在单位成为骨干，而我，也在这座城市衣食无忧。

时间的尘埃掩埋了许多过往，可我还是会想起那时的情景，
整个人都被一种叫“友谊”的光芒炙烤着。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三

有一次上课时，苏格拉底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的弟子们做
一件事，每天把手甩一百下，过一个星期后，他问有多少人



现在还坚持做了的，百份之九十的人都坚持做了。

一个月后，他又问了，现在只有一半的人了。

一年后，他再问了，现在只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那个人就
是柏拉图。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四

宋朝司马光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机智过人，勤奋好学。刚
满二十岁即考上进士。他为官清廉，公务之余常利用时间读
书，立志写一部通志，作为人们的借鉴。

为了把握时间读书，他特意制作一个圆木枕头，枕头的妙用
是睡觉时身子只要一翻动，它就会滚动，人也就惊醒了，可
以继续研究学问，因此称“警枕”。

每当司马光需休息时，便枕着“警枕”，如此学习的结果，
终于取得了成功，成为一位学问渊博的人。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五

小时候学骑自行车，父亲教导我说，不要害怕摔跟头，等你
摔了一百四十多个跟头之后就能学会了当时疑惑地看着他问
为什么，回答说自己就是摔了一百四十多个跟头才学会的听
了这话我哑然失笑。不过等到自己骑上车的时候，虽然没有
摔到一百四十次，但也着实吃了不少苦头。

人生也就像是学骑自行车一样的每一次成功之前，都必需经
历很多次的跟头。胜利是失败的积累，这句话总是不假的。

有这么一个年轻人，20岁那年他从大学毕业，由于各种原因，
应聘过程中曾先后被30多家公司拒绝，找不到工作、心灰意
冷的于是想要当去警察，因为当时凭借大学生的身份考进警



务部门应该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入围面试的5个人中，又成了
被淘汰的那一个。这时他想自己是不是应该从基层做起，先
从事一些最基础的工作来磨炼自己，但当他应聘杭州第一个
五宾馆想做服务员的时候，还是被刷了下来。之后他又和其
他23个人一起应聘杭州肯德基，结果在23个录取名单中，唯
独缺少的还是名字。

这个总与失败结缘的年轻人就是马云，只不过他现在已经不
再年轻，随同他也不再是失败而是胜利。

哈伦德山德士先生，直到66岁高龄的时候才获得了事业上真
正的胜利。这位全世界【】第一大快餐连锁店肯德基的兴办
人在66岁之前一事无成，总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路途
上踟蹰前行。

山德士5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14岁的时候，由于和继父的
关系闹得很僵，自愿从格林伍德学校辍学，开始了流浪生涯。
先是农场里给人家干杂活，但干得很不开心，不久就被农场
主解雇了接着他又当过电车售票员，也很快就被解雇了。

走投无路的16岁时谎报年龄参了军，但想做一名战士的却鬼
使神差的被分配在后勤部门，一天也没碰过枪。

一年的服役期满后，去了阿拉巴马州，那里他开了个铁匠铺，
但不久就倒闭了。

随后他又在南方铁路公司当了个机车司炉工，非常喜欢这份
工作，以为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但不久之后经济萧条
来袭，再次被解雇了。

18岁的时候，结了婚，但仅仅过了几个月时间，得知太太怀
孕的同一天，又被新东家解雇了接着有一天，当他外面忙着
找工作时，太太卖掉了所有的财富，搬回了娘家。



一生就是失败的总和，里面充满了生活上、工作上大大小小
的1000多次失败。终于有一天，政府的退休金支票寄来了这
张105美元的支票向他宣告，老了。

支票附加的信件上对他说了这样一段话：当轮到击球的时候
你都没打中，现在不要再打了该是放弃、退休的时候了。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六

在我们学习工作之余，不妨找一些有关名人的青春励志小故
事来看看，那么有关名人的青春励志小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
来看看吧。

19世纪末期，有一位美国乡村小伙子不想老待在农村，就怀
揣梦想来到了纽约。由于没有工作经验，他应聘了许多地方
但都没人愿意雇他。终于，有一家百货店老板答应留下他，
但前提是只提供食宿不付薪水。

尽管如此，小伙子还是答应了，因为他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
那家百货店的商品种类繁多，生意非常好。有一次，他看到
顾客在买好纽扣之后又想买一盒曲别针，可这里没有，老板
告诉他要到文化用品商店去买。

在之后的日子里，小伙子发现经常有顾客在这里买不到自己
想要的一些小商品，于是就向老板提议：“我们为何不增加
一些小商品呢?那样我们的生意将会更好!”

“没必要在那种小生意上花精力，我们要赚的是大钱，那些
小东西最多只赚两美分，简直是在浪费时间!”老板回答说。

真是这样吗?于是，在平时的工作中，小伙子多了几分留意，
通过观察他发现，只赚两美分的小生意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
利润小——第一，大商品或高价商品可能一天只能卖掉一件，



而许多小商品因为需求量大，一天能卖100件;如果把所有只
赚两美分的小商品都集中在一起销售的话，一定非常有前景!

既然老板不接受这个建议，那就自己开一家店。但开店需要
成本，自己现在连薪水都没有，拿什么来开店呢?于是小伙子
在平时的工作中表现得更加积极，一段时间后，他终于用行
动打动了老板，得到了一份不错的薪水。一年后，小伙子已
经存了70美元。他拿出以前在农场里积攒下来的80美元，又
借了300美元，按照心中的设想开了一家品种齐全的小商品店。
他把所有单件商品的利润都定为两美分。开张后，他的商店
受到了市民的欢迎，人们再也不必为买两件不同的小商品而
往返于不同的商店了。在这里，能够买到生活中所需要的各
种小商品!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商店名气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不
少顾客还专程从远处赶来，他们说虽然路远了点，但省心省
力!

这个现象又为小伙子提供了一个想法：去别的街道多开几家
模式相同的商店!就这样，在之后两年的时间里，小伙子在整
个纽约开了20多家“只赚两美分”的商店。所有的这些店都
为小伙子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在美国
开了900多家“只赚两美分”连锁店。到了1996年，他创立的
连锁店在全球已经超过了8000家，成为世界之最!

这位小伙子，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明码标价、薄利销售、
连锁经营”理念的开启者——弗兰克·伍尔沃斯!

1955年秋天，巴西女孩迪尔玛正坐在家门口看书，有个乞丐
走过来乞讨。迪尔玛看他可怜，进屋盛了一碗肉递给他。突
然，迪尔玛又想起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撕了一半
递过去：“实在对不起，这是爸爸给我的买书钱，全给你我
就没法买书了，只能送你半张。”乞丐只顾着吃，看也没看
就收下了。



到了晚上，迪尔玛把这事讲给家人听，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
“孩子，半张钞票就是张废纸，你买不到书，乞丐也买不了
吃的呀!”迪尔玛这才知道自己犯了错，忍不住哭起来。

此后好几天，迪尔玛都闷闷不乐。父亲担心她难过，就领着
她拿着那半张钞票来到书店，把它递给营业员说：“麻烦买
本书。”迪尔玛没想到，父亲竟顺利买到了书。他微笑着对
迪尔玛说：“孩子，你并没错，半张钞票照样有利用价
值。”随着女儿的长大，父亲告诉了她真相：“其实那天我
是把一张完好的钞票藏在那半张钞票下，这样才买到了书。
我是想让你知道，只要怀揣着善心，就无需介意他人的嘲讽。
”迪尔玛怔住了，感动得流下眼泪。

迪尔玛的全名叫迪尔玛·罗塞夫。成年后她参加了革命，选
择了从政，尽全力去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直至当选巴西首位
女总统。迪尔玛常说：“善心善行不会错，它只会给人带来
更多的惊喜。”

如果说切·格瓦拉以激情的红色让世界沸腾，那么同样身为
拉美传奇人物的阿丽西娅·阿隆索带给世界的就是优雅的白
色——芭蕾的颜色。20xx年7月9日，这位著名的古典芭蕾舞演
员赢得了西班牙巴勃罗奖(世界级的艺术奖项)，虽然已年近
九旬，几乎双目失明，阿隆索出现在大家面前时，依然高雅
庄重、气质动人。

阿隆索本名阿丽西娅·马尔廷尼斯，1920xx年12月生于哈瓦
那一个富裕的军官家庭。年幼的她经常要求母亲打开留声机，
她则手持纱巾，翩翩起舞。8岁时，她随当时知名的芭蕾舞演
员苏菲·菲德洛娃学习古典芭蕾，一年后开始在古巴芭蕾舞
界崭露头角。

在她15岁那年，芭蕾舞台上经典的爱情，演绎成现实中的爱
恋——她爱上了自己的舞伴并很快结婚。这名男子叫费尔南
多·阿隆索，从此，阿丽西娅·马尔廷尼斯改名为阿丽西



娅·阿隆索。这对新婚夫妇带着梦想，来到了世界艺术之
都——纽约，专业舞者的新生活在他们面前展开。

19岁，正当阿隆索开始步入人生花季和舞台生涯巅峰之际，
她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怎么也看不清东西了。在那段时间里，
她一只眼里经常只有朦胧的光影，另一只眼的视力也越来越
差。阿隆索深受视力衰退的困扰，一次次心急如焚地去看眼
科医生。1941年，她被诊断为视网膜脱离。在医生的建议下，
阿隆索接受了3次手术，仍无法将视力恢复到正常人水平。

她最后一次手术是回古巴做的，医生要求她术后卧床一年，
不能练习抬腿绷脚尖，不能扭头，不能大笑，甚至不能大声
说话，需要严格控制好脸部肌肉对眼廓肌的影响。在芭蕾界，
有这样一句话：芭蕾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
三天不练观众知道。一年不练，那无异于放弃职业生涯。

在这一年里，丈夫费尔南多每天都陪着她，坐在她身边，用
指头代替脚尖，在阿隆索的胳膊上舞蹈，表演那些著名的古
典芭蕾剧目，带着在黑暗中神驰的阿隆索，在无尽的虚空中，
跳了一幕又一幕。多年之后，阿隆索依然对这段时光记忆犹
新：“我的灵魂从身体的束缚中逃离，在黑暗中，我们翩翩
起舞。”

从医院出来，还需要导盲犬带路的时候，阿隆索就开始练习
了。1943年，她仍然饱受眼疾的折磨，就像透过一层百叶窗
看世界，但她已经急不可耐地回到纽约，并接连出演了《吉
赛尔》、《天鹅湖》、《胡桃夹子》、《海盗》、《卡门》
等一系列经典的芭蕾舞剧。凭借着轻盈利落的舞步，阿隆索
博得了美国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如日中天的表演事业，却伴随着痛苦的视力障碍。所幸的是，
在双人舞舞段中，女演员是由男演员来引导的。阿隆索的舞
伴们都很清楚，她只有一只眼睛有模糊的视力，无法兼顾更
宽的范围，因此，她的舞伴都是精确站位的;如果是远距离接



抛，他们之间的距离会固定为具体的脚步数。舞台上还有一
些特殊设置的彩灯，那是引导她舞蹈的主要导航仪，而台下
的观众根本不会觉察到她有视力障碍。

阿隆索在美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她的最大愿望，依然是
发展古巴的芭蕾舞事业。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之后，她回到
古巴，呕心沥血打造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这个品牌，令其成
为世界十大顶尖芭蕾舞团之一。她自己的舞蹈激情燃烧了半
个世纪仍不见衰减，其表演生涯一直延续到她古稀之年，最
后一次登台已是75岁高龄。执著的阿隆索成为世界芭蕾史上
罕见的奇人!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七

海伦·凯勒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却努力的从一个让人同情
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变成让全世界尊敬的女强人。

如果生活真的不公平，那么，生活对她的不公平可谓到了极
致。她完全可以放弃她的梦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声痛哭，
没有人会责怪她，她也完全可以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像
一个植物人一样由人服侍。

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做，她只是吃力的在老师的帮助下学
习盲语，触摸着事物，仅仅凭着她永不言弃的信念和坚持不
懈的意志。

她把她理想的天空涂上了人生最亮的色彩。

励志青春名人小故事篇八

美国宣传奇才哈利十五六岁的时候在一家马戏团做童工，负
责在马戏场内叫卖小食品。但是每次看戏的人不多，买东西
吃的人则更少，尤其是饮料，很少有人问津。



有一天，哈利突发奇想：向每一位买票的观众赠送一包花生，
借以吸引观众。但是老板坚决不同意他这个荒唐的想法。哈
利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担保，请求老板让他一试，并承诺说，
如果赔钱就从他的工资里面扣：如果赢利了，自己只拿一半。
老板这才勉强同意。于是，以后每次马戏团的演出场地外就
多了一个义务宣传员：“来看马戏喽！买一张票免费赠送好
吃的花生一包！”在哈利不停的叫喊声中，观众比往常多了
几倍。

观众进场后，哈利就开始叫卖起饮料来，而绝大多数观众在
吃完花生之后觉得口渴都会买上一瓶饮料。这样一场马戏下
来，营业额比平常增加了十几倍。其实，哈利在炒花生的时
候加了少量的盐，这样花生更好吃了，而观众越吃越口渴，
饮料的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