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大全8篇)
通讯稿是一种用于交流和传递信息的重要文体，需要注意准
确表达和语言简练。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写出出色的安全演
讲稿，小编为大家精选了一些实用的范文，供参考。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一

在选择演讲材料时，力求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对自己或他
人的事迹材料，在收集时不厌其多，而在选取时不厌其
精，“精”就是具有最能反映生活本质和时代风貌的典型性。
必须知道，任何具有典型性的材料都是个性化的，主要是下
面两种材料：

对一般人来说，那种置身荒野的“孤独”是很特别的；即使
对地质队员而言，那种闻狼嗥而兴奋的感觉也不是人人都有
的。这种闻所未闻的经历很能打动人。发掘出特有的经历不
仅具有很强的真实感，而且能动人心魄。

“这一个”了。有一篇写煤矿工人的演讲，没有像多数人那
样，去表现“他”手持钻机采煤的常见镜头，而是用独特的
细节牵动全篇：

人们熟视无睹的阳光，对他来说却很珍贵，长年起早摸黑的
井下生活使他无法像常人那样享有阳光，他的脸上黑平乎的，
缺少血色。这天，他终于有空坐在阳光下，尽管冬天的太阳
并不温暖。他脱下煤迹斑斑的棉衣，光着上身晒太阳，用身
体吮吸寒嗖嗖的冬日之光。我看到，煤粉已钻进了他的肌肤，
每个汗毛孔都是鸟黑的！这个给千家万户送去光明的人，原
来竟如此缺少阳光，浑身都是黑的啊。冬天光着上身晒太阳，
“每个汗毛孔都是乌黑的”这是演讲人捕捉到的与众不同的
细节，在情感上内涵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力度。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二

演讲是一种现实的信息交流活动，演讲者和听众之间不是单
向的信息传输，而是双向的信息交流。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
孙绍振教授所说：“演讲与作文的不同，归根到底在于作文
则是单方面的输出信息，演讲是在现场与听众双向交流信息。
除此之外，听众与听众也在双向交流情绪。严格地说，演讲
是三角信息的相互交流。”然而，在演讲稿写作过程中，我
们注重的往往只是演讲者自身思想感情的表达和倾诉，而在
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这无疑会在客
观上削弱演讲的实际效果。因此，我们撰稿时就应当有意识
地把演讲者的信息传导和听众的信息反馈对应和联系起来，
运用设问、呼告、变称和换位等修辞方式与表述技巧，增强
语言表达的交流性。只有这样，才能在登台演讲的时候，有
效地刺激听众的心理反应，从而产生种种能够被演讲者体察
和感应的信息反馈，以真正形成和实现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
良性互动和优化交流。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三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
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演讲稿作为这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讲
话稿，一定要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
很好的演讲者，他们往往借肋于自己出色的演讲，为自己的
政治斗争铺路。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四

演讲稿是一种应用文体，它与其他文体的不同之处，在于演
讲稿虽然是用书面文字撰写的，但是作为在特定的时境中供
口语表达使用的文稿，它所传导的思想感情，听众主要是通
过对演讲者有声语言的倾听来理解和感受的。这一重要的特
性，是我们撰写演讲稿选用语言表达方式的基本依据。



实践经验表明，以下三个影响演讲稿写作质量和表达效果的
要素，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五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体。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

那么，什么是演讲呢？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
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动它的特点是：第一，它是在人与人
之间进行的；第二，它有一定的时间性；第三，它是为了阐
述某一问题或整理而开展的；第四，它带有一定的鼓动性和
说服性。像演讲比赛、典礼致辞、会议发言、学术讲座、科
研报告、竞选演说、就职演说、法庭陈述等，都带有演讲的
性质。演讲稿是演讲用的文稿，也是演讲的依据。它是为演
讲服务的，是体现在书面上的讲话材料。演讲有内容、目的
的不同，演讲稿也具有不同的形态，有报导、有说明、有论
辩、有答谢等。总的来说，它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六

演讲是演讲者和听众在特定的时境中彼此发生关系而构成的
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然会具有鲜明而强烈的现场感。这种
现场感主要是通过演讲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因素共
同作用而营造的环境气氛体现出来的。因此，我们撰写演讲
稿，就不能不对演讲现场进行预设性假想，也就是说，撰稿
人必须把构成演讲现场的种种因素全部纳入自己的整体构思
之中，并通过独特的语言设计和表达，把这些现场信息释放
和传达出来，以强化听众的现场体验和感应，从而最大限度
地发挥出演讲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效应。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七

演讲是一种高级的口语表达活动。演讲者运用口头语言表达



思想和感情，阐述观点和主张，听众通过聆听这种口头语言，
对演讲者的思想感情与观点主张进行认知、理解、判断和评
价，口语就成了实现演讲者与听众之间的思想沟通和感情交
流的主要媒介。因此，我们撰写演讲稿，就必须突出语言表
达的口语化特点，注重选用双音节词和短句，大量使用现实
生活中具有鲜活感和生命力的口语词汇，只有这样，才能使
演讲稿摆脱书面语言的负面影响，更加适合演讲现场的口头
表达。同时，这种简洁明快、通俗生动的口语，也才能对听
众产生更加强烈的晓示性和感染力。

演讲者面对逐渐富起来的村民们，首先表明本人说话的态度
和方式，接着表达了自己进村看到的情景和感受，最后才道
出了“咱学校没有变”的实情。这段开场白，没有一句大话、
套话和官话，说的全是农民群众耳熟能详的大实话和大白话。
无论是风趣的歇后语，还是流畅的顺口溜，听起来都让人感
到既朴实生动，又亲切自然，再加上大量使用短句和俚语，
使现场演讲的语言表达，呈现出简洁明快和幽默风趣的特色，
对现场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就为接下去宣
讲集资办学作好了情绪和气氛的铺垫。

综上所述，一次演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许多主观和客观的
因素。然而，倘若我们在撰写演讲稿的时候，能够有意识地
突出时境的现场感，体现语言的交流性，注重表达的口语化，
就一定会让自己的登台演讲，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和鼓
动力。

演讲稿才打动人精彩篇八

要抓住牵动人心的最初感觉，在情感上意义上挖掘材料的内
涵，力求有新鲜。深切的感受和看法。一篇好的事迹演讲，
不可没有：

独特的感受事迹材料大多是感情化的原生状态的。要使事迹
演讲产生如闻其声，如见其景。如临其境的'现场效果，演讲



者必须把有血有肉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东西抓住，找到自己
的“感觉”，才能再现实情。有的事迹演讲即使无法亲历的
素材，也能独具慧眼地产生自己的感觉，如厉风《血染的木
棉花》：

……那墓碑上只刻着这样几个字：“烈士，女，十九岁，某
连卫生员。”霎时，我仿佛看到一个清瘦身影，在硝烟弥漫
的战火中闪过，她救出了伤员，自己却流血过多，苍白的脸
那么稚嫩。纯洁……也许她正编织着少女七彩的梦，已经有
人爱她；或许她正爱着一个人，但军号响了，她收起了少女
的情思，毅然奔赴严酷的战场。她躺在我家乡的这块土地上，
为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她过早地离开她热爱的这个世界。
才十九岁呀，正是人生如花的季节！

独特的见解一个事迹材料就像一个多面晶体，不同的观察角
度会“看”到不同的内涵。演讲者要力避“正常”的观察点，
要用自己的眼光发现新颖。独到的意义。《一个共产党员的
自豪》（杨铁军）在讲述了两个共产党人催人泪下的事迹后，
表达了“我”的自豪：

加入这个党，不是获取特权的筹码，而是追求真理的阶梯，
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的怀抱，就像一名战士听到了进军的号
角！

这既是个人的“心得”，也洋溢着时代精神。如果在这里袭
用现成的口号和俗套的说法，不仅不能恰到好处地升华材料，
反而削弱了材料本身具有的力量。

如果不能从所选材料中生发出独立见解来，就无法在运思成
篇上具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