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孔子庙演讲稿(模板9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
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孔子庙演讲稿篇一

1、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引导学生凭借文字，入
情入境，感受泗水河边浓浓的春意。

2、体会第八自然段孔子所说的那段意味深长的话语所蕴含的
道理，走进孔子高尚的精神世界。

3、营造浓郁的人文氛围和艺术气息，感受语文学习的博大和
美丽。

二、教学准备：

多媒体课件

三、教学过程

（一）吟春诵春，引入春景。

1.上课之前，我们先来听首歌吧。会唱的跟在后面唱，不会
的哼哼也行。

3、在我们今天要学的这篇课文中，也有一段写春的语句，找
出来读读看，看什么地方打动了你，拨动了我们的心弦。

4、出示：



（1）说说，感动你的是什么？哪个词？

（2）在作者的笔下，大自然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

引导想象，描述自己脑海中的形象。

（3）在你的想象中，大自然还是一位什么样的母亲？

（4）配乐朗读。

（5）读到这个地方，我不禁想起了我最喜爱的一首歌，或许，
我们在欣赏完这首歌后，我们对这段话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歌曲：《多情的土地》

（6）再读课文。

是她的

是她的

（二）孔子论水

（ 2 ）指名读。

（ 3 ）你知道孔子的这番宏论是围绕哪两个字来展开的吗？

（ 4 ）你又知道孔子的这段话是围绕哪句话展开的吗？

（ 5 ）为什么说水是真君子呢？孔子看出了水有哪四种精神？

（ 6 ）你能围绕其中的一点说说你的理解吗？

（ 7 ）相机指导朗读，引导深入理解。



（ 8 ）同学们，孔子仅仅赞美的是这泗水河里的水吗？他赞
美的是水的精神，更准确地说是诸如有德行，有情义，有志
向，善教化等等等等这样被他称之为“君子”所具有的精神。

（10）同学们，孔子，这是单单说给学生们听的吗？不，他
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呀，那也是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啊。说这句
话的时候，孔子47岁。一个四十七岁的人还对自己精神的修
养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是多么了不起啊。

（11）也正是孔子这伟大的精神，赢得了历史的高度评
价——（出示）

此时此刻，你想说什么呢？

（12）还记得课前听的《论语》吗？这就是记录孔子及其弟
子语录的，这是我们中华儿女宝贵的精神食粮，想读吗？让
我们一起来读。孔子还有一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四、教学结束：

让我们带着对孔子的崇敬，再读一遍。

孔子庙演讲稿篇二

孔子，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三岁是父亲离世，十七岁
时母亲又离开人间，但他没有失去信心，而是努力造就自己，
凭着他受到的教育，开办私塾，把自己学到的和积累的知识
教给他的学生，被他所教育过的学生大多都是平民家，而他
免费教育他们，让他们也能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我心中的孔子，不是神也不是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或者膜拜
的木牌，反而是一个静静聆听人的内心与漠漠观察世界的智
慧老人。



第三，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孔子创立了以仁为
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
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
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
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
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不朽的思想总是与时俱进，孔子，这位为教育的实施，为正
气的传播，为治国方略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伟大先哲，他的
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被新时代赋予
了新的含义。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子!

孔子庙演讲稿篇三

今天下午，我组织了全区本学期第二次三年级语文教研活动。
上次（9月11日）重点进行了全册总的和第一、二单元的教材
分析。今天重点进行了第三至五单元的教材分析。会上，我
向老师推荐了一篇非常好的教学案例。现推荐给更多朋友，
让我们共同学习和研讨。

《孔子拜师》——吾师也（转贴）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姚金中

“老师，我回去查，我家的书很多。”

“放学后，我们几个到书店去，一定能找到！”

我立刻由愁苦转为惊喜：“能把你们找到的资料带到课堂上
来吗？”



“吔———” 

这是一节不错的课。我悬着的心放下了：“谢谢同学们，下
课。”

“啊，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太伟大了！”……

脑海里清晰地回荡着《孔子拜师》课堂上学生给我“诲人不
倦”的评价，我也一直为文中先圣们的高尚品行而感动。打
开孩子的“成长记录袋”，抚摸着一张张稚嫩又充实的“中
国古代文化的巨人”手抄报，我忽然悟出：我不也正在“拜
师”么？——求知若渴的孩子们，散发着浓浓人文气息的文
本，全新的教育理念。

反思一得：孩子们的学习潜能是巨大的，从他们身上我得益
匪浅。《孔子拜师》的人文内涵让我感动，她提供了我和孩
子们共同感受丰厚博大的中华文化的平台。本课的教学过程
一直是师生在平等对话的过程。师生、生生合作学习，培养
了学生学习的自信心，主动探究学习的良好习惯。借助文本，
立足课堂，灵活运用多种教学策略，积极开发课程资源，拓
展教学空间，引导学生在语文活动中综合性学习和运用语文，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基于此，全新的教育理念正是我
们每位教学实践者的良师。

“语文”的事儿——语文意识烛照下的语文教学之道

杭州市拱宸桥小学  王崧舟

孔子拜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学语文教材中，这是第一次出现有
关孔老夫子的课文。我理解编者的良苦用心，大家知道，以
往的教材是没有孔子的，孔老二被打倒了，被打得遍体鳞伤、
奄奄一息。是不是？现在不同了，中华民族要复兴，硬实力



上去了，软实力也要跟着上去。那么，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
在哪里？有多强？这些都是大问题。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任继
愈老先生，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生前曾经感慨地说过，家
国要有支点，家国的支点必须落在文化上。现在，世界各地
都有孔子学院，两千多所，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的文化
输出战略，中华民族要复兴，文化的复兴一定是重中之重。
美国人通过好莱坞输出他的文化，我们呢，通过孔子学院输
出中华文化。文化血脉的延续和壮大，必须通过教育。

我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解读《孔子拜师》的，可能过于宏大、
过于崇高了。宏大就宏大吧，反正宏大也不犯法。我们回到
课文中来，孔子向谁拜师？老子。那时孔子在鲁国，山东曲
阜，老子在天子脚下，河南洛阳。孔子不远千里，风尘仆仆，
风餐露宿，总算到了洛阳城门口，老子站在城门口，迎候孔
子，孔子连忙说：“学生孔丘，特地来拜见老师，请老师收
下我这个学生。”老子说：“你就是仲尼啊，听说你要来，
我就在这儿迎候，研究学问你不比我差，为什么还要拜我为
师呢？”其实，老子当时的角色，跟任继愈老先生是一样的，
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能够读很多书，读很多经典，所以老子
特别有学问。

就这么一段文字，我们不妨用心琢磨琢磨，看能不能发现一
些有价值的语文点。我说两点，第一点，大家看，老子说了
一个词——“迎候”，很有些味道。说“迎候”，不说“等
候”，也不说“恭候”。这也就是老子，说话的度、分寸、
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

不信，你用“等候”试试看。“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里等
候。”什么感觉？没感觉。“等候”，中性的，不冷不热，
没有温度。是不是？你再用“恭候”试试看，“听说你要来，
我就在这里恭候。”什么感觉？矫情！太过了！这不是老子
说的话。“听说你要来，我就在这里迎候。”味道不一样，
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什么？一种真正的教育家精神。教育的最
高境界是什么？不教而教，用老子自己的话说，“无为而无



不为”。很多人读老子都断章取义，只强调“无为”，认为
老子消极避世，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吗？老子追求的是“无为
而无不为”的境界，他没避世，没放弃，没消极等待。不教
而教，就是身教，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说话，把教育的意
图隐藏起来，不告诉你，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教育人，
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人格魅力。老子就是这样一个人，“我
在这里迎候”，不教而教。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孔子的老师？
就从这时开始。“迎候”值得嚼一嚼，否则，老子要生气的。

第二点，孔子说“学生仲尼，特地来拜见老师”，能这样说
吗？文中孔子自称“孔丘”，这里改称“仲尼”，行吗？这
个有点难，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到
“五四”已经基本断了，我们现在去传统是非常厉害的。传
统中，中国人的名字是非常讲究的，通常一个男子，他有姓、
有名、有字、还有号，名、字之间是有关联的，或近义、或
相对、或用典。毛泽东，姓毛，名泽东，字润之，
“润”、“泽”二字同义。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为什么是
“翼德”？他要飞，要飞就得有“翼”不是？关羽，姓关名
羽字云长，有了羽毛，长空万里任我行。当然，名和字也有
区别，这就涉及到我们传统中的“礼”。不是随便什么人可
以叫名，或者可以叫字的，这后面是有讲究的。比如说孔子，
姓孔名丘字仲尼，在家里排行老二，绰号孔老二。孔子有个
哥哥，是个瘸子，孔子的母亲颜氏，因为生了个瘸子，心有
不甘，就跑到曲阜附近的尼山去求神，去祈祷，希望再生个
孩子，能健健康康、齐齐整整的。结果，精诚所至，生下孔
子。为了感谢尼山之神，父母就给孔子取了这样的名和字。名
“丘”，丘是小山的意思，指的就是那座尼山。字“仲尼”，
仲指排行老二，伯是老大，尼指尼山，因为正是尼山之神给
孔子的父母带来好运。名和字在起法上是有区别的，“名”
是一个人出生以后，父母给他起的，一般情况下供父母、师
长叫唤，父母可以直呼其名。对人自称时，为表谦卑，也
叫“名”。“字”呢，是长大以后取的，古代男子二十岁
行“弱冠之礼”，即成人了，就可以有自己的“字”
了。“字”在什么情况下用呢？第一，平辈之间；第二，朋



友之间。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之礼。

课文中，孔子自称孔丘，这是合乎礼制的。因为，孔子要拜
老子为师，老子自然就是他的师长，在师长面前必须谦称自
己的 “名”，而非“字”。一称“字”，跟老子的关系就扯
平了，这对儒家祖宗孔子来说，绝对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大事。再看老子，他说：“你就是仲尼啊。”显然，老子
把孔子当朋友，他没有以老师自居。这样一来，两人之间的
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对孔子来说，感觉特别亲切，对老子
来说，他降低了身份，他总是以谦卑之心面对天下。你看，
这又是一种不教而教。这里，语文——孔子的名与字，文
化——名字后面的传统礼制，有着内在的一致。作为学生，
也许对此浑然不觉；作为语文老师，就该敏感一点、清醒一
点、警觉一点，因为，那正是语文的事儿，更是文化的事儿。

孔子庙演讲稿篇四

我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看法，说不顶在孔子说出这句话，会成
我一个我们不认识的别的领域的杰出人物。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识是靠一天天积累，但积
累越多不是越好，人们经常会把一部分记忆忘掉，所以，我
们必须经常温习，从而可以把以前的知识巩固，又可以在原
来的基础上提升。孔子了解人的记忆变化，也许在他的脑中
已经行成一个记忆曲线图，可以这么说吧，孔子在那是就一
顶层度的知道一些现在所谓的生物学，如果孔子继续研究下
去的话，胡德——系统生物学之父也就该让让了。

孔子也有可能成为外交家。“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好交友，朋友多谈的也就多，孔子天天与朋友交谈，善
言语，善表达，久而久之，便弄得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当今
社会的外交官，不正是需要这种好口才吗？如果当时的皇帝
命孔子和谈，确实是一个好主意，孔子也会成为一个少有名
气的和谈家。



孔子终究是选择了教育，创立了儒家，不然，我们也看不到
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坐在这里讨论孔子老先生了。

孔子庙演讲稿篇五

今天是9月28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纪念日。世人皆称孔子
为圣人，然而孔子自己却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
敢”。孔子的这句回答透露出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自己
是普通人。孔子两次在《论语》里说了，“吾犹人也”，他
说自己是普通人。就是说，我也是个人，与你，与他，与我
们大家没什么两样。孔子，名丘，字仲尼，尊称孔子，生于
公元前551年，历经人世73载。孔子说，“吾少也贱”。孔子
三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此后，他的一生很不顺。不过，穷
人的孩子倒是早当家。这种苦，这种不顺，反倒使他成为一
个博学多才的人。“故多能鄙事”，孔子当过季氏的家臣，
看仓库，喂牲口，做会计无论他干什么活，他都没有忘记做
学问。他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而时习之”，终于自学
成才，成为当时顶尖级的大学问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那些出身高贵、生活优越的贵族子弟(君子)，饭来开口，衣
来伸手，用不着亲自干活，哪会这么多本领多?不能吧!可见，
本领、学问是做出来的!孔子虽是普通人，但他并不普通。

科的专家。孔子是好学的，也是博学的。更重要的是，他活
学。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生活中处处有学问，你可
以跟任何人学，好人身上可以学，坏人身上也可以学，但是，
跟谁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正因为孔
子好学、博学、活学，才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同学们，我们
学校也正在开展“读经典书，立君子品”的读书活动，让我
们在读书活动中也来学做孔子，做有德之君子，做好学之才
子，做博学、活学之学子。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深融入到
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总能浴



火重生;虽经无数更朝换代，但阻隔不断精神血脉，这贯通其
中的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脉。

同学们，今天是孔子的诞辰之日，让我们一起缅怀先贤，传
承文明!

孔子庙演讲稿篇六

这么一个名流千古的人，其实，他从没想过让自己名流千古，
他只想，塬塬本本做自己。

“自己?”是的。

那是一个礼乐逐渐崩坏的年代，似乎，被后人称为春秋时代。
祖先虽是宋国贵族，但他却两袖清风，在那个价值与尊严都
荡然无存的时代里，只有血液，还留有身为贵族的傲气吧!

幸得，他还有一项能走遍天下的技能，那便是知识。虽然他
总告诉学生他喜欢风乎舞雩，但没有人发现他更爱深夜无人
的星空，思索人生的意义。有时他会感慨：如果没有这个乱
世，他是否需要这么飘荡流离?但是，没有这个乱世，他却永
远可能醉生梦死。

“十五而志于学”，它比同年的小孩要更早熟，不是他看到
什么样的未来，只是懂得空想毫无益处。“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怠”这么两句彷佛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却是他用
生命刻画来的。

辗转求用，历经了大半辈子，做过“委吏”、“乘
田”、“中都宰”，五十岁时，还曾经当过彷如宰相的司寇。
只是，他心爱的鲁国不肯重用，他只有黯然的率领弟子离去，
周游列国。

这么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应该是苦难吧!但是他活的快



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吃东西嘛!贪点口腹之欲，人
之常情，那又何妨?只要不过分即可。“惟酒无量，不及
乱。”酒呢?偶尔来那么一点，那也是人生快意!高兴的时候，
他也会听点音乐，击节而歌。与学生聊天时，他也会像个朋
友般，拉着学生谈笑。遇到学生能举一反叁，他高兴的称赞，
自己不小心发点牢骚，被学生指证，他也会立刻承认。谁说
他望之俨然?他从没端过架子，也没有刻意要装出道学样!他
只是塬塬本本的，以他心目中的价值观过活。

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了!说“仁”，讲“礼”，主张
“正名”，强调文艺的“兴、观、群、怨”。这些，都是他
用生命体验来的智慧，“朝闻道，夕死可以。”好的东西，
怎么能不跟好朋友分享呢?是的，分享!不就是生命的分享吗?
尽管没有太多的人听进去，他仍风尘仆仆，执意让更多人分
享他生命的智慧。

有一天，他终于觉得自己老了!以往走惯了的田野大道，突然
觉得遥远了!学生体恤的，刻意慢下了步伐，但他终于还是知
道了，自己的年龄不再适合奔波。望着那么一大群跟着他的
学生，总有那么几个，是可以栽培的，自己年少的志向，就
由他们去实现吧!自己老了，总要留些什么吧!整理《诗》
《书》《礼》《乐》，并删鲁史、修春秋。自己在星空下领
悟得来的道理，不自觉的全灌在书中了。他，不写书，却仍
藉着整理书而把自己的意念灌注其中，一如千百年后不断追
随的史笔春秋。

于是，也许大家爱称他至圣先师，可是，他永远还是喜欢那
个志于学、孜孜不倦于礼，总被唤做“仲尼”的自己。

孔子庙演讲稿篇七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
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
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
共活了七十三岁，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孔子从四十
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孔子的一生
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
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
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困难并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
的挫折未曾动摇过他那坚持下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也没能
阻挡住他思想的升华!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
族，为中华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

孔子是每个人都了解的，我们学过他的名言警句也不少，但
是真正能够知其意的缺很少很少，包括我自己，我目前也只
能懂得他的几句而已。

如今想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可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每句话都
含有巨大的哲理，每当我理解了其中的一句时，我只会认为
我自己要学的知识还多着呢!

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子，这也就是孔子爱人、爱己，正像他的
先师子产大夫说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孔子不愧为真君子!他的弟子遍天下，也
把仁、义、礼、智、信，传遍了天下!

我心中的孔子：东方圣贤!

孔子庙演讲稿篇八

电影《孔子》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为什么今天我还是要写观



后感呢？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信
仰。谈到文化信仰我们想到的那首当其冲的就是孔子。孔子
名丘，字仲尼，因其母祷告于你丘山而得名。电影中孔子的
出场已经是一个大夫的身份了。但孔子的身世是不幸的，早
失双亲，所以孔子对下层百姓的疾苦特别的关注，回到电影
上来。电影中的周润发给我们很好的诠释了孔子的许多东西，
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

电影《孔子》里面有很多与史书记载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就
是前面的孔子擂鼓为战士壮威，接着是孔子与鲁公一起出面
说服齐王收复失地然后就是孔子最喜欢的弟子颜回的死，都
与历史不符。史书上没有记载孔子与鲁公一起去谈判的，而
记载的是孔子从天而降前来护驾的，这样一改似乎让人觉得
更加真实！历史上也没有类似于有沉书入水然后颜回去捞的
事情。颜回史书里面的记载是穷死的，不免有些窝囊，这样
一改反倒显得他对书籍跟老师的热爱，真正热爱书的人确实
会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书的，没有什么迂腐之处！

电影中孔子会见南子的绯闻也被大肆渲染，让人觉得孔子不
再是一个高不可碰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凡人，孔
子也有七情六欲，有一句台词是“吾未见如此好色如好德
者”，这是我觉得全片中最妙的台词，面对一个风情万种母
仪天下的女子，就算是孔子也会动容的吧！

全篇最感人的一幕我觉得是孔子跟一群弟子一起回到鲁国以
后，孔子跪在城门下，磕头行礼口中反复念叨着：“我的祖
国，我终于回来了！”这个时候孔子已经年过半百了，但还
是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尽管曾经别人赶他走，但当祖国需
要他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回国。这种胸襟不愧是我们的圣人，
这里看得出孔子的伟大！

看电影孔子，我们用平常心看他的可爱，用恭敬心看他的伟
大：原来这就是我们的圣人孔子传奇的一生！



孔子庙演讲稿篇九

因这情感凝聚而成的话语，洞穿千年而让我隐隐作痛。

把灯夜读，当看到那个瘦削的身影“接淅而行，去他国之
道”的时候，看到他击磬于卫、受拘于匡、遭难于宋、绝粮
于陈的时候，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他的叹息也够深够重
了：“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道之将行
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受到的讥讽也够多够
狠了：“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滔
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然而，抱道如怀玉，仆仆路
途，周流四方，汲汲遑遑，如木铎徇于天下一任江汉以濯秋
阳以暴而不渝其志的，依然是那个永远斯文又永远倔强无比
的孔子。

大学毕业前的一个雨天，我又一次走入孔林，走近孔子的墓
冢。那一天他的周围宁静了许多，草依然青，松依然黛，透
过迷濛的烟雨，我似乎又看到了几千年前那些“三年心丧毕，
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的弟子们。我不知道，我是否
也要燃一根心香，来祭奠夫子脚下那即将结束的大学生涯和
感谢先师也给了自己喂养生命与思想的露汁。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寄学于道却又最终寄道于学的孔子也许永远都走不出当时社
会所带给他的心灵阴影，但那辆在春秋大地上周游了十四年
的破旧的牛车却在历史的天空上碾出了一道深深的辙痕，让
后人在它的烛照下走得格外清晰而精神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