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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优质作文素材

毅力/坚持

话题：“成功来自勤奋”“学习成就天才”

素材：语言大师侯宝林只上过三年小学，由于勤奋好学，

他的艺术水平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著名的语言专

家。

有一次，他为了买到自己想买的一部明代笑话书《谑浪》，

跑遍北京所有的旧书摊也未如愿。

后来，他得知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时值冬日，他顶着

狂风，冒着大雪，一连 18 天都跑到图书馆去抄书。

一部 10 万字的书，终于被他抄录到手。侯宝林正是凭着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强毅力，才成为一代相声艺术宗

师的。

分析：语言大师候宝林以他的行动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一要勤奋好学，二要持之以恒。

无腿飞行将军

素材：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阿列克谢·梅列西耶夫的飞

机被击落，他在双腿受伤、冻坏的情况下爬行了 18 个昼

夜，最后回到自己的阵地。

双腿截肢后，他经过锻炼，又驾驶歼击机作战。他很重

视人的体育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对健康和精神状态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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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

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喜欢运动，喜欢划船，踢过足球，当

过守门员。他停飞后每天早晨拼命锻炼，每天早晨洗冷

水澡，以此预防感冒。

分析：对于一个双腿截肢后又重回驾驶室的人来说，那

绝对是一个奇迹。奇迹的发生需要一个支撑点，那就是

毅力。

话题：“真正的残废”“毅力”

名言：只有经历地狱般的磨练，才能炼出创造天堂的力

量；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

唱。 ——泰戈尔

话题：“挫折与成功”“坚守与放弃”

积累的作用

话题：“读书与作文”“积累的重要”

巴金背书素材：著名作家巴金十二三岁时，就背会几部

书了，其中包括《古文观止》。

后来他谈到自己的散文创作时说：“现在有 200 多篇文

章储蓄在我的脑子里面了。

虽然我对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

么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

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思路连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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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不要奇怪

为什么看书多的人文章就是高人一等，巴金老人已经告

诉我们答案了。

教育的意义/素质教育

话题：“观察与思考”“素质教育”

泰国普吉岛流传着一个女孩的故事。当海啸来临之际，

10 岁的英国女孩蒂利首先发现了海天交汇之处的白色巨

浪，她一下联想到地理课本上关于巨浪的知识——就在圣

诞节前，她还在思考老师布置的关于巨浪的讨论题目。

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的她，立即说服了父母，并和他们

一起动员海滩上的游客撤离。

当百余名游客刚刚抵达高地时，海啸便无情地吞没了这

片海滩。

分析：蒂利角度：知识如何才能转化为行动，并产生力

量；

感谢蒂利的父母角度：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而

不是简单粗暴地予以压制。

乐观/对生活态度

话题：“学会克制”“习惯”

把最坏的日子捱过去

凡·高在成为画家之前，曾到一个矿区当牧师。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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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工人一起下井，在升降机里，他陷在巨大的恐惧之

中。

颤巍巍的铁索嘎嘎作响，箱板在左右摇晃，所有的人都

默不作声，听凭这机器把他们运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这是一种进地狱的感觉。

事后，凡·高问一个神态自若的老工人：“你们是不是习

惯了，不再感到恐惧了？”这位坐了几十年升降机的老

工人答道：“不，我们永远不习惯，永远感到害怕，只

不过我们学会了克制。”

分析：有些生活，你永远也不会习惯，但只要你活着，

这样的日子你还得一天一天过下去，所以你就得学会克

制，学会忍耐面对日子，把最坏的都捱过去，剩下的也

就是好的了。

生态保护

话题：“奇迹”“成功与坚持”

牛玉琴的“绿色奇迹”

1993 年的一天，联合国粮食组织将“拉奥博士奖”郑重

授予中国的一位农村妇女牛玉琴，这一年只有三个人获

此殊荣。1995 年，中国评出十大杰出女性，牛玉琴名列

前茅。

陕北农民牛玉琴的丈夫张加旺于 1983 年承包了一片沙

荒地，决心将其变为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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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他因癌症死去，牛玉琴便带着三个儿子继续苦干。

他们付出难以想象的艰难，终于使 1.7 万亩沙荒地披上

了绿装。

成功后，她又遵照丈夫遗愿，拿出第一笔收入 7000 元，

盖起一座小学。

她从丈夫与自己名字中各取一字，分别命名为“加玉林

场”与“旺琴小学”。

她的行为感动了一位港商，这位港商悄悄留下 5.5 万元

赞助这所小学改建校舍，却没有留下名字。人们称颂牛

玉琴创造的是“绿色奇迹”。

分析：牛玉琴的事迹向人们证明了人类改变生存现状的

决心和成果。

奇迹的产生，没有艰苦卓绝的付出是不可能的。

社会治理/政治思路

话题：“为官与为民”“关于权力的看法”

拉纤县令何易于

唐人孙樵写过一篇《书何易于》的文章。说的是：四

川有一太守，喜游山玩水。一日，他泛舟宜昌县时，

因船大水小，屡屡搁浅，便令县里派农夫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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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间，这太守发现纤夫中有一白面书生 ，就问是何

人，那人答道：“下官是宜昌县令何易于，因春耕时节，

农夫忙甚，抽人不易，故下官也来充一名纤夫。”

太守听了，羞愧难当。何易于平日勤政爱民，穷苦百

姓无钱办丧事，他拿奉银赠与；见到老弱病残等来官

仓还粮，每每邀之进餐；自己的随从，不过两三人。

因此，三年内把宜昌治理得“狱无系民，民不知役”。

孙樵在《书何易于》中说，何虽“不得志与生时，必将

传名于死后。”

果然，《新唐书》把他作为廉吏为之立了传。

分析：做官必须为老百姓办更多的事，承担更大的责

任；而不是凌驾于人民之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在老百姓需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

的“县令”像何易于一样为民“拉纤”。

珍惜时间

话题：“对生命的态度”“珍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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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著名地理学家奥勃鲁契夫把每个工作日分成“三

天”。

第一天是从早晨到下午两点，他认为是最宝贵的时间，

用来安排重要的工作。

第二天是下午两点至晚上六点，在这段时间里他认为

做较轻松的工作为宜。如写书评或各种笔记等。

第三天是从晚上六点到夜里十二点，用来参加会议、

看书。他说，这是等于把自己的生命延长了。

美国夏威夷岛上学生们上课时，总是先背诵一段祈祷

词：今天已经和你在一起，但很快会过去，明天就要

到来，也会消逝。

抓紧时间吧，一生只有三天。

分析：以上两则材料的核心都是要珍惜时间把一天的

时间合理分配，对时间要有紧迫感，从某种意义上讲，

珍惜时间就意味着延长我们的生命。

热爱理想

话题：“对事业的执著”“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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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做一次试验”巴斯德，19 世纪法国著名微生物

学家。他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把科学的发展看得比自

己的生命更重要。

一次，一艘停靠在波尔多的轮船上发现了黄热病人，

巴斯德闻讯后立即赶往那里，希望发现引发这种烈性

传染病的病菌，有人问他：“你难道不怕危险？”

巴斯德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有什么要紧？生命处在危

险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生命。为了能使其他人活得

更好，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做一次试验。”

当他来到港口时，检疫人员坚持不让他上船。巴斯德

恳求说：“请宽恕一个学者追求科学的热情吧！”

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检疫人员。正是靠这种执著的

精神，巴斯德才在传染病研究上取得了惊人的科学成

就。

分析：对科学的执着超过了对生命的热爱——正是因为

有巴斯德这种奋不顾身的精神，才有了今日医学的繁

荣景象。

治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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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探索与追求”“勤奋与学问”

治学三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

他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一种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

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此第三境也。”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种境界说成“三

种之阶级”。

并说：“未有不越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

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

养也。”

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

《蝶恋花》，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分析：第一境界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应该登

高望远，鸟瞰路径，了解概貌，“望尽天涯路”；

第二境界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不是轻而易举的，必

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的过程，“为伊消得人憔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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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要像渴望恋人那样，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人瘦

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境界是说：经过反复追寻、研究，最终取得了成

功。

个人与集体

话题：“教育的目的”“个人与集体”

日本的“菠菜原则”日本人饭桌上是少不了菠菜的，他

们甚至把一种企业组织原则称为“菠菜原则”。

这个原则由三个基本点组成，即“报告”、“联络”、

“沟通”。“

“菠菜原则”是日本企业的基本原则，任何一个雇员，

从部长到社长，无一例外都需执行这条原则。

所谓报告，就是把自己工作的进展状况随时通知同事，

比如出差回到公司，一定要将所见所闻汇报；外出的

收获，一定要让全体同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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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就是把自己目前遇到的问题通知有关同事，如

上班路上遇到堵车可能迟到，你得打电话告诉同事你

何时能到公司。

沟通，是工作遇到问题时，一定要找同事或上司咨询，

以集体智慧予以解决。

“菠菜原则”说的就是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协调性原则。

日本的这种原则是其教育体系与教育思想的产物。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精英，而是

培养能够适应严酷集体生活的有协调性的人。

这种教育贯穿着一个基本点，即培养合格的国民。这

种国民具有共同的教养、共同的信念。

分析：个人生活在社会中，那么，个人就应该与整个

社会融洽相处。

这样全体国民才有共同的向心力，这就是日本的教育

特点。

对待历史态度

话题：“正视历史”“勇气”“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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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兰特下跪和日本的无赖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许多

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波兰牺牲了 600万人，中国则是

3500 万人。

1970 年 12 月 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他在给无名烈

士墓和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献花圈时，竟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举世为之感动。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某些政治家不愿正视历史。1995 年

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的《不战决议》中，连最起码的道歉与侵

略都不提，仅仅表示对所谓“可能采取了的”“类似侵略的行动”

进行所谓的反省。

就这样一个不合格的“决议”，在日本众议院 511名议员中只

有 230人投赞成票；有的人甚至胡说什么所有亚洲国家都“托

了这场战争的福”。

这种无耻的行径值得世人警惕。分析：面对同一段历史，德国勇

于认错而赢得了国际上的尊重。

反观日本，不但没有认识自己的罪行，而且还企图篡改历史教科

书，以此来掩盖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其结果只能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唾骂！

质变/量变

“秃头论证”

哲学上有“秃头论证”的理论，它有这样的问题：少一根头

发能否造成一个秃头——回答说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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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少一根怎么样——回答说还是不能。这个问题一直重复下

去，到后来，回答却是已成为秃头了，而这在一开始是遭到

否定的。

成为秃头的界限是头发一万根?一百根?十根?一根?一根也

没有?无法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头发还剩下一百根，

十根时，人们早已毫不迟疑地公认其为秃头了。

突变是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渐变中发生的，当你惊觉时，事物

的性质早巳走到了反面。我们的环境变化也是如此。

森林正在减少，能在旷野见到零星的树木却再也见不到森林

的情景即将发生；动物正在消亡，能在动物园中见到狮虎豹

象却再也见不到野兽的情景悄然来临；空气、水质正在恶化，

臭氧层空洞正在扩大……

也许，在 21 世纪 20、或 50、或 80 年代，地球人蓦然回首，

才体味到生活已万事全非。

自信

“自我暗示实验”

1960 年，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

一个著名的实验。

新学年开始时，罗森塔尔博士让校长把三位教师叫进办公室，

对他们说：“根据你们过去的教学表现，你们是本校最优秀

的老师，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 100 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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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个班让你们教，这些学生的智商比其他的孩子都高，希

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三位老师高兴地表示一定尽力。校长又叮嘱他们，对待这些

孩子，要像平常一样，不要让孩子或孩子的家长知道他们是

被特意挑选出来的，老师们都答应了。

一年之后，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整个学区的前列。

这时，校长告诉了老师们真相：这些学生并不是被刻意选出

的最优秀的学生，只不过是随机抽取的最普通的学生。

老师们没想到会是这样，都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确实高。这

时校长告诉了他们另一个真相，那就是，他们也不是被特意

挑选出的全校最优秀的教师，也不过是随机抽出的普通老师

罢了。

这个结果正是博士所料到的：这三位老师都认为自己是最优

秀的，并且学生又都是高智商的，因此对教学工作充满了信

心，工作自然非常卖力气，结果肯定非常好了。

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如果能够充分肯定自我，就等于已经成

功了一半。当你面对挑战时，你不妨告诉自己：我就是最优

秀和最聪明的。

教育方式

话题：“呵护梦想”

多年以前的一个晚上，有个年轻的母亲正在厨房里洗碗，她

才几岁的小儿子独自在洒满月光的后院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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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母亲不断听到儿子蹦蹦跳跳的声音，感到很奇怪，便

大声问他在干什么。

天真无邪的儿子也大声回答：“妈妈，我想要跳到月球上去！”

这位母亲并没有像其他的父母一样责怪儿子不好好学习，只

知道瞎想，而是说：“好啊，不过一定要记得回来呀！”

这个小孩长大以后真的“跳”到月球上去了，他就是人类历

史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

他登上月球的时间是 1969 年 7 月 16 日。对于一个未成年

却充满想像力的孩子，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预测他将通过何种

方式、何种途径去实现未来的人生价值，获取属于他的成功。

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鼓励，再鼓励，只要是积极

的、向上的、生动的就去鼓励，剩下的一切都交还给他自己

——让孩子做孩子的事，他往往能在“不可能”或“不大可

能”中找到可以献身的东西，并能在造福于人类的事业中达

到一个光辉的顶点！

习惯的作用

习惯主宰人生

亚历山大帝王图书馆发生火灾的时候，馆里所藏图书被焚烧

殆尽，但有一本不是很贵重的书得以幸免。

有一个能识几个字的穷人，花了几个铜板买下了这本书。书

本身不是很有意思，但书页里面却藏着一样非常有趣的东西：

一张薄薄的羊皮纸，上面写着点铁成金石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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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点铁成金石，是一块小圆石，能把任何普通的金属变成

纯金。小纸片上写着：这块奇石在黑海边可以找到，但是奇

石的外观跟海边成千上万的石头没什么两样。

谜底在于：奇石摸起来是温的，而普通的石头摸起来是冰凉

的。这个穷人于是变卖了家当，带着简单的行囊，露宿于黑

海岸边，开始寻找点铁成金石。

他知道，如果他把捡起来的冰凉的石头随手就扔掉的话，那

么他可能会重复地捡到已经摸过的石头，而无法辨认真正的

奇石。

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每当捡起一块冰凉的石头，他就往

海里扔。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他还是没找到那块

奇石。但是，他不气馁，继续捡起石头，扔石头……没完没

了。

有一天早上他捡起一块石头，一摸，是温的！他仍然随手扔

到海里，因为他已经养成了往海里扔石头的习惯。

这个扔石头的动作太具习惯性了，以至于当他梦寐以求、苦

苦寻觅的奇石出现时，他仍然习惯地将它扔到海里。

“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培

根的话令人深思。

【启示】我们身上那些坏的习惯，如果我们不狠下决心下大

力气改掉，它们就很可能会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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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标

话题：“目标”在英国伦敦，一位名叫斯尔曼的残疾青

年，他的一条腿患上了慢性肌肉萎缩症，走起路来都

很困难，可他凭着坚强的毅力和信念，创造了一次又

一次令人瞩目的壮举：19 岁时，他登上了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

21 岁时，他登上了阿尔卑斯山；22 岁时，他登上了乞

力马扎罗山；28 岁前，他登上了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高

山……然而，就在他 28 岁这年的秋天，却突然在寓所

里自杀了。

功成名就的他，为什么会选择自杀呢？有记者了解到，

在他 11 岁时，他的父母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时不幸遭

遇雪崩双双遇难。

父母临行前，留给了年幼的斯尔曼一份遗嘱，希望他

能像父母一样，一座接一座地登上世界著名的高山。

在遗嘱中，父母列举了一些高山的名单：喜马拉雅山、

乞力马扎罗山、阿尔卑斯山……年幼的斯尔曼，把父母

的遗嘱作为他人生奋斗的目标，当他全部实现这些目

标的时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无奈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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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杀现场，人们看到了斯尔曼留下的痛苦遗言：

“这些年来，作为一个残疾人创造了那么多征服世界著

名高山的壮举，那都是父母的遗嘱给了我生命的一种

信念。

如今，当我攀登了那些高山之后，功成名就的我感到

无事可做了，我没有了新的目标……”

斯尔曼因失去人生的目标，而失去了人生的全部。我

想，生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不断实现人生的目标，更

在于不断提升人生的目标。

思考的作用

“被斥责的勤奋”

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者卢瑟福对思考极为推崇。一

天深夜，他偶尔发现一位学生还在埋头实验，便好奇

地问：“上午你在干什么？”

学生回答：“在做实验。”

卢瑟福不禁皱起了眉头，继续问：“那晚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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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做实验。”

勤奋的学生本以为能够得到导师的一番夸奖，没想到

卢瑟福居然大为光火，厉声斥责：“你一天到晚都在做

实验，什么时间用于思考？”

勤奋的学生遭到斥责，看似委屈，实际上大师是在传

授真经啊。

很多时候人们宁可让岁月淹没在仿佛很有价值的忙碌

中，却极不情愿拿出时间进行思考，以至于思维在低

水平的层次上徘徊，最终一无所获。

如果说智慧是创造的源泉，那思考便是智慧的起点。

创新/智慧

话题：“一加一可以大于二”一个犹太人如此教导儿子：

“我们唯一的财富就是智慧，当别人说 1 加 1 等于 2

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大于 2。”

1974 年，美国政府为清理给自由女神像翻新而产生的

大堆废料，向社会广泛招标。



20 / 24

但好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人应标，因为在纽约州，垃

圾处理有严格规定，弄不好会受到环保组织的起诉。

犹太人的儿子当时正在法国旅行，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终止了休假，飞往纽约。

看过自由女神像下堆积如山的铜块、螺丝、和木料后，

他一言不发，立即与政府部门签下了协议。

消息传开后，纽约的许多运输公司都在偷偷发笑，他

的许多同僚也认为废料回收吃力不讨好，能回收的资

源价值也实在有限，这一举动实乃愚蠢之极。

当这些人在看笑话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组织工人对废

料进行分类。

他让人把废铜熔化，铸成小自由女神像，旧木料则加

工成底座，废铜、废铝的边角料则做成纽约广场的钥

匙，他甚至把从女神像身上扫下来的灰尘都包装起来，

出售给花店。

这些废铜、边角料、灰尘都以高出它们原来价值的数

倍乃至数十倍卖出，且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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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让这堆废料变成了 350 万美金，

每磅铜的价格整整翻了 1 万倍。

商业化的社会永无等式可言，当你抱怨生意难做时，

也许有人正在点钞票而累得气喘吁吁。

这里面的奥妙在于：你认为 1 加 1 等于 2，而他则坚

持 1 加 1 可以大于 2。

话题：“宽容”“对待创新的态度”十英镑的遗憾蒸气

机之于世界的作用是划时代的。有了它，大规模的机

器便获得了强大的动力。正是由于蒸气机的出现，才

导致了大工业时代的开始。

“1789 年”，瓦特专利说明书上的这个时间是人们公

认的蒸汽时代的元年。

然而，这个时间本应该被提前。如果当时能有一位稍

许宽容的绅士出现，人类就有可能在 1689 年便拥有初

步实用化的蒸汽机技术。

因为在这一年，法国人巴本发明了可以进行演示的蒸

汽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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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谨慎而又贫困的先生虔诚地向英国皇家学会申请

区区 10英镑的研究经费，用于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发明。

然而，刻薄的皇家学会认为为一个天真的想法提供资

金，简直是对经费的随意挥霍，于是提出了一个探索

者无法接受的条件：实验必须保证成功！

正是由于宽容精神的缺失，交流和沟通的机会失去了，

失误甚至错误中蕴含着的潜在价值遭到漠视，成功的

机会便被无情地剥夺了。

分析：我们的确应该在宽容这个问题上多一些反思。

宽容的美德有利于人们的交流和沟通，也有利于价值

的体现。话题：“宽容”“交流与沟通”“培植与扼

杀”

关于失败

话题：失败是最好的指南针一个探险家出发去北极，

最后却到了南极。

当别人问他为什么时，他说：“我带的是指南针，找不

到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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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说：“怎么可能呢？南极的对面不就是北极吗？转

过身就可以了。”

成功和失败本是同一片旷野，它是会令你溺水的深潭，

也是能为你解渴的甘泉。

谁能一开始便明察秋毫，寻觅到那通往柳暗花明的小

径？必得经历失败，把所有不可能的假货、貌似合理

的幻想一一排除，剩下的才会是唯一的正确。

当我们在生活中一次次被撞得晕头转向、头破血流的

时候，失败是最好的指南针，以它恒久不变的指针说

着错误的方向，并提示我们：转过方向去，对面便是

成功。

转化思维

话题：“转化思维天地宽”在德国，有一个造纸工人在

生产纸时，不小心弄错了配方，生产出了一批不能书

写的废纸。因而，他被老板解雇。

正在他灰心丧气、愁眉不展时，他的一位朋友劝他：“任

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你不妨变换一种思路看看，也许

从错误中找到有用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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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发现，这批纸的吸水性能相当好，可以吸干

家庭器具上的水分。

接着，他把纸切成小块，取名“吸水纸”，拿到市场去

卖，竟然十分畅销。

后来，他申请了专利，独家生产吸水纸发了大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