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分钟哲理故事 两分钟演讲材料哲理故事
(大全10篇)

爱护地球，用行动说话。在设计环保标语时，要善于运用幽
默、警示、鼓励等手法，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注意。接下来是
一些具有积极意义和行动导向的环保标语范文，供您参考。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一

两分钟哲理故事

一天，美国知名主持人林克莱特在做节目的时候，随机访问
一名做现场观众的男孩说：“你长大以后想当什么呀?”男孩
天真地回答：“嗯……我最大的梦想是要当飞机驾驶员!”林
克莱特接着问：“如果有一天，你的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时，
所有的引擎都熄火了，你会怎么办?”男孩想了想，说：“我
会先告诉坐在飞机上的所有乘客都绑好安全带，然后我挂上
我的降落伞跳出去。”当现场观众笑得东倒西歪的时候，林
克莱特继续注视着这个孩子，想看他是不是一个自作聪明的
家伙。没想到，接着男孩的热泪夺眶而出，这使林克莱特发
觉男孩的想法远不像他所回答的问题那么简单。于是林克莱
特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男孩坚定地说：“我要去
拿燃料，我还要回来!”

交际哲理：你听别人说话的时候，真的听懂他说的意思了吗?
如果不懂，就请听别人说完吧，这就是“听的艺术”：一，
听话请不要听一半;二，不要把自己的意思投射到别人所说的
话上面。

一场火灾将寺庙化为乌有。僧众们在大冷的天，住着露天地，
让人唏嘘不已。老方丈领着弟子们下山去化缘，希望筹集到
一笔可以用来重建寺庙的款子。老方丈在当地很有名望和影



响力，见到他的到来，一个乞丐竟将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几
文钱捐了出来。然而，一个月过去了，老方丈化缘的钱依然
是杯水车薪。

这时，有人向老方丈建议，不如到镇上最富有的刘员外家去
化缘，如果运气好，一下子就可以化到很多钱。刘员外并不
在乎这点钱，而且他正想利用这次机会炫耀一番，于是答应
捐给老方丈一笔巨款，但有个条件：必须在寺庙门口为他塑
个塑像，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寺庙是他捐建的。老方丈虽然
不很情愿，但也只好答应。

很快，寺庙建成了，刘员外的塑像趾高气扬地挺立在寺庙门
口。刘员外很高兴，但是令他诧异的是，在塑像下方的功德
牌上，他看到自己的名字竟然排在一个老乞丐的后面。于是，
他气愤地向禅师质问缘由。

老方丈平静地说：“因为你施舍的是金钱，而那个乞丐施舍
的是爱心。”

人们印象中的萧伯纳，总是伶牙俐齿，“睚眦必报”，其实
不是这样——

一天，萧伯纳和朋友一同去剧场看演出，路上遇见一个富商。
富商嘲笑萧伯纳说：“嗨，萧伯纳先生，您又高又瘦，简直
是一头驴子。”

朋友很是气愤，期待着萧伯纳给富翁漂亮的一击。不料，萧
伯纳并没有反驳，而是微笑着说了一声：“谢谢!”

富商走后，朋友疑惑不解，问道：“他嘲笑你，你为什么不
生气，还要谢他?”

“驴子有什么不好呢?它具有谦逊、质朴、勤勉、知足的优良
品质，即使吃的是粗食、受到别人轻视，它也从不抱怨。”



萧伯纳意味深长地说，“没有人会因为具备这样的特质而动
怒的。”

生活中，我们总是难免遭到别人的嘲笑。反唇相讥只能带来
一时的痛快，却会让我们倍感痛苦、愤懑和伤害;然而，接受
嘲笑却不采取攻击，不仅显示了一个人的雅量，还能让我们
胸怀坦然，心境平和，甚至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二

从前，有一只海鸟停落在鲁国国都的郊外，鲁侯隆重地迎接
它，并且在宗庙里宴请它，为它演奏虞舜时《九韶》之乐，
又用牛、羊、猪三牲全备的宴席作为它的饭食。

但是这只海鸟却头晕眼花，忧愁悲伤，不敢吃一块肉，也不
敢喝一口酒，三天就死掉了。

这是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养鸟，不是用养鸟的方法来养鸟啊!

故事寓意：

鲁侯养鸟的故事反映了一段历史故事。寓言讽刺了那些不以
正确的养鸟的方法养鸟，而用供养自己的方法养鸟的国君。
向人们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好的愿望必须符合事实，如果只
有主观愿望而违背客观实际，好事便会变成坏事。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三

有一个人在森林中漫游的时候，突然遇见了一只饥饿的老虎，
老虎大吼一声就扑了上来。他立刻用生平最大的力气和最快
的速度逃开，但是老虎紧追不舍，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最后被老虎逼入了断崖边上。站在悬崖边上，他想：“与其
被老虎捉到，活活被咬、肢解，还不如跳入悬崖，说不定还



有一线生机。”他纵身跳入悬崖，非常幸运地卡在一棵树上，
那是长在断崖边的梅树，树上结满了梅子。正在庆幸的时候，
他听到断崖深处传来巨大的吼声，往崖底望去，原来有一只
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声音使他心颤，但转念一
想：“狮子与老虎是相同的猛兽，被甚么吃掉，都是一样的。
”当他一放下心，又听见了一阵声音，仔细一看，一黑一白
的两只老鼠，正用力地咬着梅树的树干。他先是一阵惊慌，
立刻又放心了，他想：“被老鼠咬断树干跌死，总比被狮子
咬好。”

情绪平复下来后，他感到肚子有点饿，看到梅子长得正好，
就采了一些吃起来。他觉得一辈子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梅子，
找到一个三角形的枝桠休息，他想着：“既然迟早都要死，
不如在死前好好睡上一觉吧！”

他在树上沉沉地睡去了。睡醒之后，他发现黑白老鼠不见了，
老虎、狮子也不见了。他顺着树枝，小心翼翼地攀上悬崖，
终于脱离险境。原来就在他睡着的时候，饥饿的老虎按捺不
住，终于大吼一声，跳下悬崖。黑白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
惊慌逃走了。跳下悬崖的老虎与崖下的狮子展开激烈的打斗，
双双负伤逃走了。

由我们诞生那一刻开始，苦难就像饥饿的老虎一直追赶着我
们，死亡，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一直在悬崖的尽头等待，
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就像黑白老鼠，不停地正用力咬着我们
暂时栖身的生活之树，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入狮子的口中。

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景是死亡，唯一的路，就是安然
地享受树上甜美的果子，然后安心地睡觉，只有存着这样单
纯的心……少欲望、多一点赤子之心。

幸福是一颗梦想的种子，需要用生命的热情去灌溉,幸福不是
靠别人给的,而是要认真抓住用心选择。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四

老住持问7个弟子：“你们谁拿了念珠，只要放回原处，我不
追究，佛祖也不会怪罪。”弟子们都摇头。

7天过去了，念珠依然不知去向。老住持又说：“只要承认了，
念珠就归谁。”但又过去了7天，还是没人承认。

老住持很失望：“明天你们就下山吧。拿了念珠的.人，如果
想留下就留下。”第二天，6个弟子收拾好东西，长长地舒了
口气，干干净净地走了。只有一个弟子留下来。

老住持问留下的弟子：“念珠呢？”弟子说：“我没
拿。”“那为何要背个偷窃之名？”弟子说：“这几天我们
几个相互猜疑，有人站出来，其他人才能得到解脱。再说，
念珠不见了，佛还在呀。”

老住持笑了，从怀里取出那串念珠戴在这名弟子手上。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需要说清楚。然而比说清楚更重要的是：
能承担；能行动；能化解；能扭转；能改变；能想自己，更
能想别人，这就是法。

理解你的人，不需要解释，不理解的人，解释也没用。这不
仅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大智慧。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五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之风遍及大江南北，形成了独特的茶
文化。在云南大理，有驰名中外的白族三道茶，道尽了人世
的沧桑。

白族三道茶，当地人称它为“绍道兆”，是招待贵宾时的一
种饮茶方式，概括起来就是“头（茶）苦、二（茶）甜、三



（茶）回味”。

第一道茶，称为“清苦之茶”，是白族用当地特有的沱茶放
进陶罐里在火塘上烤到黄而不焦时，再冲入滚烫开水制成，
此道茶以浓酽为特色，寓意为“要立业，就要先吃苦”。人
生之始，苦字当头，跟初入世创业的年轻人何其相似！

第二道茶，称为“甜茶”，用大理特产乳扇、核桃仁和红糖
为佐料，冲入清淡的用大理名茶“感通茶”煎制的茶水制作
而成。此道茶甜而不腻，寓苦尽甘来之意，代表的是人生的
佳境，人到中年，事业有成，春风得意。

第三道茶，称为“回味茶”，是用蜂蜜加少许花椒、姜、桂
皮为作料，冲“苍山雪绿茶”煎制而成。此道茶甜蜜中带有
麻辣味，喝后回味无穷，代表的是人生的淡境，到了老年，
一切都看得很淡了，金钱、功名、富贵都成了过眼烟
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三道茶，代表了人生的三个阶段，道尽了人世的沧桑：先苦
后甜，让人久久回味。喝的是茶，品的却是人生。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六

一位牧羊人养了很多绵羊，他靠出售羊毛为生。

白天，牧羊人把羊群赶到山坡的草地上吃草，晚上就把羊群
赶到栅栏围成的羊圈里过夜。

一只狼对这些绵羊垂涎很久了，但是它没有机会抓到羊，因
为白天羊群在山坡上吃草时有猎狗在放哨，还有牧羊人手拿
猎枪在巡逻，只要狼一出现，就死无葬身之地。到了晚上，
羊住在羊圈里，高高的栅栏挡住了狼，它还是没有机会抓住
羊。绕着羊圈转了一圈又一圈，狼忽然有了主意。它对羊群
说：“现在羊毛不值钱了，我听主人说到过年时准备把你们



杀了卖肉!我给你们一个免于被杀的建议，明天你们到山坡上
吃草时就不要回来了，天天有草吃还很自由，何乐而不为
呢?”

很多老绵羊对狼不屑一顾，但有一只涉世未深的小绵羊认为
狼的建议很不错。

第二天，在山坡上吃完草的小绵羊就藏在草地里，没有跟着
羊群回到羊圈里，到了晚上，小绵羊就睡在山坡下的草丛里，
没想到这离狼的家很近，小绵羊理所当然地成了狼的晚餐。

生活中，风险固然存在，但如果规避风险的建议来自敌人时，
你就要细细考虑了，因为太多时候，他的建议不会给你带来
任何益处，只会把你引向死亡的深渊。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七

有两个穷人，实在还不了债，趁黑夜外逃了。跑出很远，天
也快亮了，两人心情也不再那么急迫了，就边聊天边赶路。

其中一个人说：“咱们这么走着，要是捡到一大笔钱的话，
你说应该怎么办？”

另外一个人说道：“如果捡到那么多钱，甭说，见面分一半
儿，得给我一半儿！”刚才那个说：“你想什么呢？钱这东
西，谁捡了就是谁的，凭什么我要分你一半呢？”

另一个急了：“噢，咱们一同出门，一起赶路，捡到钱了，
你独吞啦！你是个贪财鬼、守财奴，根本不够朋友，你鸡犬
不如，纯粹是衣冠禽兽！”他越说越激动。那个也急
了：“你说什么？什么叫衣冠禽兽，鸡犬不如？你再说一
遍！”“说就说，我怕你呀！”话音未落，两人就扭打起来，
打得不亦乐乎。



这时，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到底
为了什么呢？”说着，插在两人当中拉架。

一个说：“你看，我们两人一块儿出门，这小子捡着了钱，
他不说分给我，一人独吞！”另一个说：“我捡到的，就得
归我，我愿意给谁就给，不愿意就不？？”话没说完，另一
个伸出拳头，又打了过来：“我叫你不愿意，尝尝我这
个‘通天炮’吧！”

劝架的说：“你们别着急，让我帮你们俩和解和解。这捡的
钱到底在哪儿？一共是多少啊？”这一问，两个人都傻了，
异口同声地答道：“还没捡到手哩！”过路的人说：“这不
是没影儿的事吗？钱还没到手呢，打的哪门子架呀？”这一
句话提醒了两个人，他们都觉得非常不好意思。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八

有个人听说喜马拉雅山上住着一群世外高人，个个都十分有
智慧，于是想上山去找这群高人，请益智慧。但因为喜马拉
雅山高险恶，空气稀薄，要到那些地方原本就已经不容易，
更何况是要到处寻找居住其中的高人。

于是，这人尽可能的准备了完整的登山用品，还有御寒设施。
想若有万一，也好自我保护，不至于丧了生命。

这个人在尝试了好几次登山之后，越来越上手，终于能够攀
登到较高的山区，进行寻找工作。然而，还是得在山腰间扎
营休息，并且更换轻便的设备，先往上探路，再回头拔营前
行。

这时，这个人却在探路时发现一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非但
什么登山设备都没有，还背着一个很胖的男孩。一直在流汗，
并且气喘嘘嘘。



这个人走到小女孩身边，并对他说：“你背着这么重的小孩，
一定很累吧？”

没想到，那小女孩却跟他说：“并不会！你会感觉重，是因
为你背的是没有生命，和你没有感情的登山器材吧！但是我
背的是我弟弟，他生了重病，听说山上的高人能够治好他，
于是我带着我弟弟前来寻找山里的高人。”

物理重量是实在的，二十公斤就是二十公斤。然而背负重量
的人和被背负者之间，若是有强烈情感联系的彼此，背负者
将不以这重量为苦，反而以能够背负这样的重量为傲。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九

老和尚问小沙弥：“如果你进一步则死，退一步则亡，你该
怎么办?”小沙弥毫不犹豫地说：“我往旁边去。”

这句蕴含哲理的话，给人们以启迪：路的旁边也是路，那一
条羁绊重重的路大可不必走到天黑的。

“往旁边去”，如此浅显又蕴含的哲理，恐怕无人不知晓的。
然而，在纷繁的经年里，人生有时会沦陷于沼泽，在迷茫之
中久久徘徊。一些耳熟能详的道理，也常常被人们淡忘甚至
漠视。每每耳闻那些因高考落榜而割腕，因恋爱失败而上吊，
因家庭变故而卧轨，因生意赔本而跳楼，因仕途无望而投河
等悲剧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阵阵作痛，由衷地为他们的愚昧
而悲愤，为他们的举动而惋惜，真想在他们的背上猛击一掌，
让其幡然醒悟：何必这样?此路的旁边不也是路吗!

人们走在路上，走的久了，会觉得疲惫，甚至无奈。走累了，
还会觉得脚下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
步，再没有勇气继续前行了。其实，前行的路依然精彩，而
是我们的选择视野太过狭窄，缺少了对旖旎风光的憧憬和欣
赏。许多时候让我们举步维艰的是那些人云亦云的思路，抑



或习惯了的思维定式封锁了我们原本就不够宽阔的视野，在
不经意间，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如
果不能追赶太阳，就应该选择月亮。当我们面临进退两难时，
不妨想想小沙弥的话，“往旁边去”，多一些迂回，少一些
冒昧，多一些妥协，少一些固执，学会正视和面对，勇于向
旁边迈出一步，就会有多条全新的路供我们选择，最终与希
望不期而遇。

只要我们不为奢侈过分地固执，只要我们不被可望而不可即
的景色所诱惑，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而认识不过于肤浅，
懂得人生的顺境与逆境是相互交融，成功与失败是相互转换，
福祸总是相互更迭，那么，即使我们不能拥有牡丹般的雍容
与华贵，也会得到野草般的朴实与坚韧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生之旅也艰辛，人，谁都不会喜欢遗憾，
不会喜欢磨难，甚至生离死别。然而，这些谁又能去全然改
变和回避呢?此时，我们不妨去改变一下个体的走向，往旁边
去，换一条路，虽然会有些陌生，然而就在瞬间，或许就踏
上了成功的路。

五分钟哲理故事篇十

父亲让儿子多看一看书，说多看书能增强一个人的智慧，儿
子有点不大乐意，说：“天天就是看书，我都看了那么多的
书了，可不见自己增长了多大的见识呀！”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买回来土豆种子，父子俩就在院子里
的那小块地上种上了土豆。

在土豆种下去的很长时间之内，一点动静也没有，地上光秃
秃的。父亲依旧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地里泼了一点水。

直到开春的日子里，土豆苗才探头探脑地从土里钻出来，长
出了绿油油的树苗。父亲呢，该施肥时就施肥，该浇水的时



候就浇水，一样也不落下。

夏天的时候，树上开起了紫色的小花，花谢了，树上挂起了
绿色的玻璃球似的果果。“这不是我们吃的土豆呀！”儿子
着急地说。

“别急，这当然不是我们吃的土豆了，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
了。”父亲依然是一副慢悠悠的样子。

果然，等到了秋天的时候，土豆树也逐渐变黄了。土豆在哪
里呢？自小生长在城里的儿子，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疑
惑地问父亲。

父亲呢，还是不慌不慢地样子，找来一把小锄头，顺着土豆
苗轻轻一扒，哇！几个足有拳头大的土豆顿时出现在儿子的
眼前。啊，土豆原来是在土里面暗暗地生长呢，只是我们看
不见而已。

“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生长，并不因为我们看不见，它就不再
生长。其实读书也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通过阅读，我们
就增长了见识，这种见识，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呀！就像土豆
在土里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