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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小要培养和呵护自己的兴趣 

心理学家认为，兴趣是一个人能量的激素，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使一个人做某

件事时不觉得苦，甚至忘记劳累。对一件事物产生浓厚兴趣的人，其智能会得到充分的

发挥，为学习知识或掌握一门技艺增添巨大的精神动力。一个人的学习兴趣并不是与生

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学习兴趣需要我们后天悉心的培养和呵护。 

 

对昆虫的痴迷成就了他 

1823年，一个小男孩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的小村庄里。他从小就喜欢观察动物，

尤其是对昆虫充满了好奇，总是满怀激情地注视着大自然中这些可爱的小虫子。 

他5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和家人在院子里乘凉，忽然听见房屋背后的荒草地里响

起一阵虫鸣声，声音清脆、好听，他决定去看一看。大人们吓唬他说那里有狼，专门吃

小孩子。小男孩却毫不胆怯，勇敢地跑到屋后去看个究竟。结果他发现，发出这种鸣叫

声的是蚂蚱。从此，他对昆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好奇心唤起了他探索自然世界真相的

欲望。 

有一次，他在池塘的草丛里发现一只全身碧蓝、比樱桃核还小的甲虫。他小心翼翼

地拾起来，把它放在一个空蜗牛壳里，打算回家再好好欣赏这个珍珠一般的宝贝。这一

天，他还捡了好多贝壳和彩色的石子，把两个衣袋塞得鼓鼓囊囊（nāng nāng）的。 

夕阳西下的时候，他赶着鸭子，欢欢喜喜地回家了。一路上，他心里甜滋滋的。回

到家里，父亲见他衣服很脏，还捡了一些奇怪的东西，便怒气冲冲地吼道：“我叫你去

放鸭子，你倒好，捡这些没用的玩意儿，快给我扔了！” 

“你呀，整天不干正经事，将来不会有出息的，你觉得我还不够辛苦吗？”母亲在

一旁也厉声地责备说，“捡石子干吗？撑破你的衣袋！老是捉小虫儿，你的小手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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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才怪呢！” 

听了父母突如其来的责骂，小男孩难过极了，恋恋不舍地把这些心爱的“宝贝”扔到

了垃圾堆。在准备扔那个装着小甲虫的蜗牛壳时，他看了又看，好像在说：“小甲虫啊，

小甲虫，你先在这里委屈一夜，明天早晨我一定把你带走。” 

父母的责骂并没有改变他对昆虫的迷恋之情，强烈的兴趣已经深深植根在他的心田。

以后每一次放鸭子，他仍然乐趣无穷地干那些“没有出息的事”，背着大人把衣袋装得满

满的，躲起来偷偷地玩。 

就这样，这个小男孩被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带进了科学的殿堂，长大后成了一位举世

闻名的昆虫学家，写下了一部流传世界的经典著作《昆虫记》。你肯定知道这个小男孩

是谁了吧？对，他就是法布尔。 

为了纪念法布尔，后人专门为他建造了一座雕像。有趣的是，雕像的两个衣袋全都

高高鼓起，好像塞满了沉甸甸的东西。 

 知识加油站......................................................>> 

《昆虫记》是法国杰出昆虫学家、文学家法布尔的传世之作，它不仅是一部经典的

科普读物，也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被誉为“昆虫的史诗”，揭开了昆虫生命与生活习

惯中的许多秘密。我国大文豪鲁迅称赞这本书为“写昆虫生活的楷模”。 

 小故事大道理.....................................................>> 

这个故事再次证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兴趣的引领下，小法布尔像着了魔似的

对昆虫世界不断探索，坚持不懈，努力钻研，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一个人只有怀着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心，并且持之以恒地坚持下

去，才能美梦成真。同样，学习也是如此，只要对知识充满兴趣，拥有强烈的求知欲，

我们就能掌握好知识和本领，取得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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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倒数第一到名列前茅 

五十多年前，在英国牛津市的一所学校里，有一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他在班里

的成绩排名经常是倒数第一，什么拉丁文、数学、法语……他总是只得3分。谁也没有

想到，五十多年后，他会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大厅里，领取2001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他曾笑着说：“小时候成绩差，不必自卑，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这个人就是英国生物学家蒂姆·汉特。他因1982年发现了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对细胞

分裂周期起控制作用的一种蛋白，荣获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说他的研究对

人类最终攻克癌症难关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一个小时候成绩很差的学生，为什么最终能成为一位成绩卓越的科学家呢？许多人

都想知道其中的奥秘，那么，就用汉特博士自己的话来说：“我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

合什么。” 

汉特是在牛津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的。牛津大学的科普环境非常好，各系经常举办科

普讲座，谁都可以去听，汉特经常是第一个到场。在纪念达尔文进化论发表100周年时，

生物系举办了各种讲座，讲物种起源、人体的新陈代谢。这些讲座深深地吸引了汉特，

他觉得生物体真是太奇妙了。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使得汉特在学习上出现了明显的偏

科，他的生物课成绩是班上最好的，而拉丁语较差，数学简直是一团糟。 

尽管偏科不好，但汉特还是“因祸得福”，因为他并不是由于讨厌哪门课而不好好学，

或者是放弃哪门课，他只是自然而然地学，各门功课都没有特别下工夫。这样一来，他

反而清楚了自己究竟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比如，他在中学时就知道自己不是搞数学和

物理的材料，他曾开玩笑说：“我11岁就成为拉丁文极差的生物学家。” 

考上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之后，汉特就一头扎进了自己所喜欢的专业中，学了个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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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此时，剑桥大学的不少学生还在犹豫和选择，还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能够干什

么。而汉特却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志向。 

汉特很明白，如果一个人不清楚自己适合做什么，别人也不会给他指出来。即便一

个学生的某一门功课很差，人们出于好心，也总会鼓励他“加把劲儿，你能行”。实际上，

人确实是各有所长，有自己最喜欢和最适合做的事，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每个人才能最

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潜力，才能干出一番成就。 

可是很多年轻人确实不清楚自己的所长所短，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干什么。怎么办

呢？汉特说：“那你就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要光闷在教室里读书，要通过广泛的活

动来确定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知识加油站......................................................>> 

蒂姆·汉特（1943 —），英国生物学家。2岁时全家搬到牛津，在学术气氛浓厚的

牛津大学长大。19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血红蛋白

的合成，荣获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小故事大道理.....................................................>> 

我们从小就要有意识地发现自己的兴趣，培养自己的特长，想清楚我们适合干什么，

不适合干什么。这样有的放矢地努力，学习目标明确，成功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现在学校的课程不少，很多人都是跟着课本盲目接受知识，而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在

哪里。其实学习一旦有了方向和计划，就可以按照步骤一步一步地前进了，就像夜晚航

行在大海中的帆船，朝着灯塔指引的方向一直前进，最后总会靠岸的。 

爱读书的鲁迅 

鲁迅小的时候，爱看书、爱买书、爱抄书，把书当做宝贝。 

在他还没进“三味书屋”之前，他在自己的启蒙老师——一位远房叔祖父那里看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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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带图的书。这位老师曾经告诉过他，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上面画着人面的兽、

九头的怪物，可惜一时找不到了。这么一部有趣的书，把鲁迅深深吸引住了。他念念不

忘，梦寐以求，把他的保姆长妈妈也感动了。长妈妈虽然不识字，但她探亲回来时，还

是设法给鲁迅买回了这部书。一见到鲁迅的面，长妈妈把一包书递给鲁迅，高兴地说：

“有画的《山海经》，我给你买来了！” 

一听这消息，小鲁迅欣喜若狂，赶紧把书接过来，打开纸包看了起来。这是他最初

得到的心爱的书。后来，识字渐渐多起来，他就自己攒钱买书。每逢过年，鲁迅得到压

岁钱后，总是舍不得花，都攒（zǎn）起来买书看。 

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而且还喜欢抄书，他抄过很多书。后来的经验证

明，抄书使他受益匪浅。他的记忆力那么好，读过的书经久不忘，这与他抄书的爱

好是分不开的。 

 

鲁迅不仅爱看书、爱抄书，对书也特别爱护。每当他买回来书，一定要先细致检查

一番，发现有污迹，或者装订有问题，一定要到书店去调换。有些线装书容易脱线，他

就自己动手改换封面，重新装订。 

看书的时候，他总是把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看看手指脏不脏。脏桌子上不放书，脏

手不翻书，这是他对自己看书的要求。他最恨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一刮，使书角翘起

来，再捏住它翻页的习惯。他还特意为自己准备了一只箱子，把各种各样的书整整齐齐

地摆放在里面，箱子里还放了樟脑丸，防止虫蛀。 

这种小时候养成的爱书如宝的好习惯，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读过的书浩如烟海。

鲁迅购置的书，仅据《鲁迅日记》上的“书账统计”，从1912年至1939年，就有九千多册。

他收藏的书，总是捆扎得井井有条。鲁迅一生清贫，他最大的财产，就是这些宝贵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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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了。 

 知识加油站......................................................>> 

鲁迅读书法：①多翻法。鲁迅先生说，书在手中，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

或看一遍序言，或者读几页内容。②跳读法。鲁迅先生说：“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

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会懂。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

③选读法。如果看文艺作品，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哪个作品最爱看，然后再

看这一作者的专集。④背书法。鲁迅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上面写有“读书三到，

心到、眼到、口到”十个工整的小楷字。他把书签夹到书里面，每读一遍就掩盖住书签

上的一个字。等把书签上的十个小楷字盖完，也就把全书背下来了。 

 小故事大道理.....................................................>> 

在那个缺书的年代，人们把书当宝贝一样对待。鲁迅先生知识渊博，博古论今，他

爱书、护书的细节更显出他对读书的热爱。在今天这个物质极度丰富的年代，我们得到

一本书越来越容易，一些人却不爱读书。所以我们买了书不能把它放在书柜中了事，更

不能写上自己的姓名就算拥有了。书是要读的，不管它是什么书，开卷有益。 

 

为了看书不吃面包 

房间里空空的，一本新书也没有。他才知道刚刚是自己做了一个美梦。他想：“总

有一天，我会有梦里那么多书的。” 

上学路上，他又经过那个面包坊。一阵阵的奶油面包香味直扑鼻孔，他使劲地咽着

口水。 

面包坊的师傅看见他走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小伯尔，今天想吃什么面包啊？我

这里有奶油面包、火腿面包，还有新来的葡萄夹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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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伯尔真想吃一个香喷喷的面包，但他喜爱的新书在向他招手呢。他慌忙撒个谎：

“谢谢您，我已经吃过了。”说完，他拔腿跑了起来。他想赶快离开这儿，逃离那阵阵香

味带来的巨大诱惑。 

老师在课堂上讲着数学题，可小伯尔的肚子却在唱“空城计”。早上没吃面包，现在

肚子里空空的。小伯尔在心里说：“肚子，你别叫了，我要买一本新书呢。等我把新书

买回来，一定把你喂得饱饱的。” 

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他终于攒够了买一本新书的钱。他把铁罐里的钱倒出来，仔细

地数了一遍又一遍。“足够买一本新书了”，他自言自语道。他把钱又放回铁罐中，抱着

小铁罐朝书店走去。 

来到书店里，他大声地对店员说：“阿姨，我要买一本新书。” 

店员奇怪地看着他：“孩子，你的钱够买一本书吗？” 

“够了，阿姨您看。”说着，他把小铁罐高高地举了起来，然后摇了摇，铁罐里的硬

币发出清脆的响声。 

“你哪儿来那么多钱呢？”店员不相信地问他。 

“我省下来的面包钱啊。” 

店员叹了口气，说：“可怜的孩子。”说着，她便去书架上取出了小伯尔要买的书。 

买了新书，小伯尔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把新书紧紧地抱在胸前，生怕它逃

走了似的，一路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家。 

回到家里，他找了一张牛皮纸，小心翼翼地把书的封皮包了起来。他把新书放在鼻

子底下，久久地闻着书页中散发出的油墨芳香。“这本书是我的了，我有一本新书了。”

他有点不敢相信似的喃喃自语着。晚上他把新书放在枕头底下，美美地睡着了。 

长大以后，爱书的小海因里希·伯尔终于成了一个写书的人，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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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奖。 

 知识加油站......................................................>> 

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德国作家，生于科隆一个雕刻匠家庭。1939年入

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应征入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曾负过伤，当

过俘虏，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深恶痛绝。其成名作《火车正点》已成为德国“战后文学”

的代表作。1971年发表的《以一个妇女为中心的群像》是伯尔全部创作的结晶。1972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小故事大道理.....................................................>> 

梦里有书香，为了买到一本梦寐以求的新书，小伯尔忍受了三天的饥饿，这个故事

令人感动。书籍是知识的桥梁，通过书籍，我们与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广泛的阅读不

仅可以扩大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增长见识，而且与好书为伴，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良好

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中外历史上但凡有一点成就的人，从政治家、科学家到文学家，

都是热爱读书的人。读书可以让我们明白很多事理，所以从小就要培养自己良好的阅读

习惯，这能让我们受益一生。 

一页废纸的魅力 

美国有一位闻名世界的幽默大师、大文豪，叫马克·吐温。他少年时的趣事很多。 

马克·吐温幼时讨厌上学，学校刻板的生活，让他感觉被剥夺了自由。学校虽把他

圈在一座木头房子里，而他的心思却早已飞驰到充满新鲜的空气及鸟语花香的森林里和

密西西比河的河岸上去了。他乘老师不备之时偷偷溜出去，望着蓝蓝的天空中自由飞翔

的小鸟与尽情游弋的白云，耳畔盘旋着百鸟清脆的啼叫，嗅着浓浓的花香，他的梦想也

随之飞翔起来。 

12岁时，马克·吐温的父亲不幸去世了，他再也不可能无忧无虑地坐在那个尽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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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喜欢的木头房子里，或者逃学后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了。父亲的去世使他醒悟到，

他的父亲永远不会返家了。瞬间，他变得懂事了、成熟了。他对以往的胡闹、逃学、不

孝顺、不听父母的话充满了悔恨。这个敏感的孩子，前后判若两人。母亲看出了他的悲

伤，安慰他说：“孩子，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就是再悔恨，对你父亲也毫无补益，现

在你只要听话、懂事，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妈妈，”马克·吐温啜泣着答道，“只要你

吩咐，我什么事都可以做。” 

不久，马克·吐温当了印刷厂的工人，他的学徒收入只能供他自己吃住。一天下午，

他在密苏里州的汉尼堡城街上行走，突然，迎面吹来了一张纸。他弯腰拾起了这张纸，

这是从一本《贞德传》上撕下来的，上面叙述贞德被困在卢恩堡的经过。贞德是谁？当

时他并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但从那时起，马克·吐温就开始寻找、阅读一些记述贞

德的文字，他对贞德一生的故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46年后，他写了一本关于她的书，

叫做《贞德回忆录》。 

那偶然拾起的一页《贞德传》，唤起了马克·吐温对于历史的兴趣，使他燃起了

对文学的热情。也正是在这个偶然的转变中，马克·吐温从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匠变成

了大文学家。 

马克·吐温在他50年的创作岁月里，共写了23部作品，他的著作极富戏剧性，大部

分被改编为舞台剧或被拍成了电影，如《汤姆萨耶》《顽童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的

生活》以及《王子和乞丐》等。 

 知识加油站......................................................>> 

马克·吐温（1835—1910），美国幽默大师、小说家、作家，也是著名的演说家，

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擅长写讽刺小说，其代表作有《百万英镑》

《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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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故事大道理.....................................................>> 

在人生的巨大灾难面前，有的人选择放纵自己，有的人却变得更加懂事。只要不放

弃对生活的热情，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上天一定会有奖赏。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今天的付出就会促成明天的成

就，今日毫不起眼的进步，是未来一切伟大的来源。当我们惊羡别人成功时，一定不要

忘记成功之花最初的芽儿浸透了多少耕耘的汗水。 

 

米老鼠之父迪斯尼 

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米老鼠和唐老鸭这两个卡通人物的。这两个活泼可爱的形

象是由美国人华特·迪斯尼创造的。这个穷人家的孩子不仅创造了一系列卡通艺术形象，

而且还创造了著名的迪斯尼乐园，而这一切非凡的创造源于迪斯尼天才的头脑、勤奋的

劳动和不懈的努力，更得力于他对整个美好世界无限的兴趣。 

1901年，迪斯尼出生了，虽然家里很穷，但童年的迪斯尼过得很快乐。他在广

阔的农场上一天天长大。他对树林中的各种树木都充满了兴趣，对于各种动物更是

喜爱，每天他都会跑到树林里欣赏兔子、松鼠、浣熊们自由嬉耍的样子，欣赏乌鸦、

鹰、啄木鸟、麻雀、燕子等鸟类的鸣叫与飞翔。平时他除了帮爸爸干活外，一有时

间他就画自己喜欢的小动物们。童年的这些观察为他后来的卡通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素材。 

有一次，小迪斯尼的妹妹得了麻疹，发着高烧。看到妹妹难受的样子，小迪斯尼很

难过。怎么样才能使妹妹减轻痛苦呢？小迪斯尼一有空就陪在妹妹身边，给他讲笑话，

还给妹妹画漫画，而且他还花了一番工夫，动了很多脑筋，为妹妹做了一套能够翻动的

组画。这无疑是他制作卡通画的思想萌芽。他的卡通表演逗得妹妹“咯咯”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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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迪斯尼幼小的心中深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喜欢画画，只要好好画画就行，

这样我会很快乐，也会最终获得成功的。”后来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他都没有放弃自己

的兴趣和理想。 

举世闻名的米老鼠诞生于1928年11月18日，那天也是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蒸汽船

威利》首次公映之日，而米老鼠则是这部动画片的主角。到1934年，米老鼠已成为接到

影迷来信最多的好莱坞明星。以米老鼠为主角的动画片共拍摄了11部，最后一部米老鼠

动画片是1953年的《简单事情》。 

在米老鼠诞生以前，迪斯尼曾经创作过一只叫奥斯瓦尔德的长耳朵卡通兔形象，很

受观众欢迎。1928年，就是米老鼠诞生的这一年，迪斯尼和设计师们一起讨论，如何创

作一个更可爱的卡通形象。他们把奥斯瓦尔德画在纸上，然后开始修改：把耳朵变圆，

给短裤加上纽扣，给大脚穿上鞋子，双手戴上手套，再加上一条可爱的尾巴……不一会

儿，一个可爱的老鼠形象就跃然纸上了！迪斯尼眼前一亮，就是这只小老鼠！他的夫人

马上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Mickey Mouse”。 

 知识加油站......................................................>> 

华特·迪斯尼（1901—1966），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美国动画片制作家、

演出主持人和电影制片人，以创作卡通人物米老鼠和唐老鸭闻名。他制作了世界第一部

有声动画片《蒸汽船威利》（也译作《威利汽船》《威廉号汽艇》，1928年）和第一部

动画长片《白雪公主》（1938）。他与哥哥罗伊·迪斯尼一起创办了迪斯尼兄弟动画制

作公司。 

 小故事大道理.....................................................>>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说：“所有跟智力有关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兴趣是智力

活动的巨大动力，是人们进行求知学习的心理因素，兴趣比智力更能促进学习。强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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