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戏曲的魅力演讲稿(模板5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
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戏曲的魅力演讲稿篇一

戏曲源远流长，是我国的经典，不同地方的戏曲有不同的风
格和特色，它让人赏心悦目，其情节有的催人泪下，有的振
奋人心，多姿多彩，出神入化。

小的时候，看见自己的.父母看戏曲时，我总认为他们实在太
老土，赶不上潮流，打死我我都不会去看那老掉牙的玩意。

俗话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最好亲口尝尝。”不尝不知
道，一尝吓一跳呀！今天的语文课上，当我珍惜仔细欣赏了
中国别具一格的戏曲时，我真是为之震撼，原来我们中华民
族的戏曲是那么的有艺术魅力呀！我真是井底之蛙呀！这老
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外国人又怎么能比得上？难怪呀，老一
辈的人都是那么的热衷于这些戏曲，那么喜爱戏曲。

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不看戏曲的人，枉做中国人”。不
是吗？这些戏曲，就像我国的一部部历史，只有懂得欣赏它
的人，只有懂得关注它的人，只有懂得挖掘它的人，才称得
上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深深地明白一个道理，戏曲是
我们的国宝，戏曲是我们的国粹，戏曲是我们的国剧呀！我
们怎能忘记它们？如今的社会，我们这些青少年们的视野，
已经转移到流行音乐、影视和网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其实，当我们细心的欣赏我们的戏



曲时，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犹如一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将历
史的画卷一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将我们带入了历史的隧道，
让我们身临其境，让我们感慨不已。

戏曲的艺术魅力，我们怎可忘记？我们要多去欣赏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艺术，让它永远永远放光芒，让它世世代代流传
下去！

戏曲的魅力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做个幸福的教师》。

30年前，“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子王”，30年后的今天，随
着祖国的繁荣富强，随着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教师社会价
值和社会地位都大大提高，教师是一个幸福的职业。然而，
根据人民网教育频道去年9月份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生活和
工作幸福的教师不到两成，近六成教师认为还过得去，近三
成教师认为自己不是很幸福。

每天的讲解说教，让我们的喉咙提早衰老;每天高高的作业本，
让我们的眼睛布满血丝;每天繁重的课务，让我们回家后没精
神去搭理自己的孩子。

作为教师的幸福感在疲惫的身躯和不堪的重负中渐渐迷失
了……

失落撩人回忆。

20__年，我毕业后，便回家乡任教了，当时19岁。19岁，自
己的生命还未完全成熟，即将开始培育另一群生命了。

还曾记得，我被分配到了乡里最偏僻的小山村任教，学校只
有几间年久失修的破房子，全班共有13个孩子，其中就有4个
孩子的父母离异，而剩下的9个孩子当中，也有3个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爸爸妈妈外出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知道
了这样的情况时，我也终于明白了孩子们脸上为什么终日不
见笑容。这么小的年纪，他们要承受多少思念之苦，我不得
而知，只是暗暗地告诫自己：我是一位老师，同时也是每一
个孩子的妈妈。于是，我想方设法地带领他们享受童年的快
乐。春暖花开之时，我带着他们到村后的大山里野炊，我们
师生亲自动手烧饭，采集植物标本，围坐在一起，有调皮的
孩子采了野花插在我的头上，说：“老师真像一个花仙子”，
逗乐了所有的人，我也美美的享受在其中。冬天到了，下过
大雪之后，我们师生一起到村里的`农场里滑雪，村子上空到
处荡漾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庆幸自己成为了一名教师，
一名农村女教师，有幸给山村留守儿童的生活增添了一抹色
彩。同时，我也收获着幸福，过教师节了，孩子们亲自做贺
卡送给我，上面写满了他们对我的美好祝福;不知何时，不知
是谁悄悄地把一包苹果放在了教室的门口……这样的事情讲
也讲不完。

而如今，经过十年时间的磨练，我已走向成熟，我用成熟的
生命去培育成长的生命，我的生命之中融入了另一群生命。

突然间，我感受到了幸福原来就在这里。幸福写在学生认真
的作业本上，幸福喊在孩子们童稚的问候中，幸福盛开在家
长感激的笑容里，幸福绽放在领导赞许的目光中。

最后与大家共享一篇寓言故事：

小猪问妈妈：妈妈，幸福在哪里啊?妈妈说：幸福就在你的尾
巴上。

同行们，让我们一起做那只追求幸福的小猪吧。因为，只有
坚持不懈才能跟上教育幸福的脚步;只有乐于付出才能抓住教
育幸福的尾巴;只有不断进取才能登上教育幸福的殿堂，只有
怀着教育理想才能真正体验到教育的幸福。



戏曲的魅力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虽然我们无法拥有深邃的蓝天，但我们能够做一朵飘逸的白
云;虽然我们无法拥有辽阔的大海，但我们能够做一条清幽的
小溪;虽然我们无法拥有广阔的草原，但我们能够做一块执着
的绿茵;虽然我们没有美丽的面庞，但我们能够让善良的魅力
在我们身上闪烁着光芒。

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这十几个春夏秋冬里，令我潸然泪下的
事不计其数。身边善良的人更是数不胜数。然而，永远刻在
我心里的还是那个萍水相逢·曾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大雪也一样毫不吝啬的下着。整
个小山村都沉浸在雪的世界里，白茫茫一片。梯田和树木都
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即使是在冬季，小孩子仍然收不住
他们贪玩的心，成群结队的来到地上堆雪人。这粉妆玉砌的
世界再加上孩子们的嬉戏声，真是一幅和谐的图画啊!

我也正玩得高兴，突然间才想起了爸爸前不久买回来的小狗
狗不见了。一时之间我不知所措了。变发了疯似的去找它。

在这大雪纷飞的天气里，我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爸爸会不
会骂我呢?这么冷的天不会把小狗给冻坏了吧?小狗狗到底会
跑哪里去了呢?一想到那里，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了一样，痛得
快要窒息了。唯有当时流下的眼泪提醒我还活着。

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隐约听到了狗的叫声，我高兴极了，
急忙擦干泪水，顺着声音去寻找。最终，我找到了它。在它
旁边，还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这个女孩把衣服脱了下来，
包在了小狗的身上，使它不会感到寒冷。

而这个小女孩呢?手已经冻僵了，嘴巴也一向在抖动，可是看



到了我，她还是笑了!她的嫣然一笑，似乎能融化掉冬天的冰
雪。我手里抱着小狗还一边牵着小女孩的手，眼泪再次流了
下来，这是感动的泪水，这同样是善良的魅力!

戏曲的魅力演讲稿篇四

各位下午好！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今日站在这里，觉得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炫耀的。回顾
自己从教18年，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过突出
的成就，只是平平凡凡的18年，我也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做着平平凡凡的事。正是这种平凡让我明白了自己生存的意
义。尽管生活和工作让我有过困惑和压力，但更多的是对特
殊教育事业的坚守，对工作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对同事
的真诚。

很多前辈和同事们的为人处世，以及平时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让我明白越是眼界开阔、越是心胸宽广，人越是在一些事情
上能够超然处之，魅力也就越大。我也一直相信，事在人为，
有付出，就总会有收获。多年来，我不在乎要有个什么样的
位置就做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主动地去完成自己想做的，自
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从聋教育到智障教育再到孤独症的康复
训练，从第一个把多媒体课件引入课堂到尝试综合教学再到
个别化教学，从策划活动到主持节目再到为学校发展出谋划
策，自己敢于尝试和挑战新的事物，也始终把自己当成学校
这个团队中的重要一员。每件事你用心去完成了，你真诚地
对待你的同事，你真心地去爱你的学生，那么你收获的将是
惊喜和感动，你在学生和同事中的魅力指数也将不断攀升。

我一直庆幸自己是一名特校教师，因为这是一份最具爱心的
事业，也因为我能随时倾听到花开的声音，花开的声音是残
疾孩子点滴进步、茁壮成长所绽放的乐章，也是自己生命流



淌的旋律。

人生是一个过程；生命是一种体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
们能够在生命的短暂与存在的永恒之间，找到我们热爱的事
业，然后放手去完成，在奋斗中拥有灵感和激情；在合作中
拥有开心和快乐；在平实中感觉到价值和幸福。

谢谢各位！

戏曲的魅力演讲稿篇五

市二小四年级语文：彭卫芳

一、教材分析

《语言的魅力》是北师大版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的一篇主题
课文。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在繁华的巴黎大街
上，一位衣衫褴褛的盲老人在行乞，开始人们无动于衷，后
来，法国大诗人让•彼浩勒在老人的乞讨木牌上添上了“春天
到了，可是……”六个字后，人们便纷纷解囊相助。这个故
事让我们感受到了语言的巨大力量——它可以在人与人之间
指出爱的纽带。教学这篇课文不但可以让学生产生同情别人
帮助别人的善良品质，更能在生动的故事叙述中初识语话的
力量，对学生的想象能力、思辨能力、言语实践能力都能起
到有效地促进。

1、认识并正确、规范地书写本课生字，能联系上下文理
解“衣衫褴褛、无动于衷、陶醉”等词语的意思。

2、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帮助学生了解让、彼浩勒用语言帮助
盲老人的故事，学习诗人同情帮助残疾人的善良品质。

3、通过对比、联想等方法，感受“春天到了，可是……”这
句话的巨大作用，感悟其打动人心的原因。 而第三个教学目



标也是本文的重点，本课的难点是：感悟语言的魅力所在。

为了完成以上教学目标，突出重点，突破难点，我还准备了
四张校园真实照片、多媒体课件、硬纸卡片等。

二、教法、学法 ：

文章用一个小故事将课文主旨直接指向了------语言的魅力，
课题也表现了这点，也就是说教学要紧紧围绕“语言的魅
力”来进行。对此我抓住可以统领全文的“语言的魅力”一
词，并设置了三个具有梯度性的问题：文中最有魅力的语言
是指哪一句？它的魅力表现在哪里？为什么能产生魅力？这
是我处理教材的整体思路，对此，我将采用变序教学法、关
键词品析法、比较分析法、以读促思法、想象感悟法等教学
方法。在学法上，我主要通过学生自读自悟为主，展开合理
想象，并配以小组合作的形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语
言的魅力。

三、说教学程序：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

以“妈妈不在家，外婆外公来我家”为情境，引导学生谈谈
如何当好一个热情的小主人。用这样轻松有趣的谈话导入新
课, 既让学生在交流中获得了情感体验，又使学生初步体会
到了语言妙处。这个环节看似轻描淡写, 不着痕迹, 实际上
为学生对本文中的“语言的魅力”产生更多的认同。

（二）初读课文，大胆取舍,直奔主题 。在学生初读了课文
的情况下，我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探究问题一：直奔文章中
的关键句子, 抓住文章的重点： 你认为课文中哪句话最
有“魅力”？本节课的教学是打乱了从段到篇的程序教学，
也摒弃了繁琐的分析讲解，而是抓住文章的核心问题，
把“春天到了，可是……”这句话直接提上来，放到中心位



置，有利于突出这篇文章的教学重点。而用“你认为的方
式”提问，是给学生自主阅读和表达的机会，是一个个性化
阅读的过程，有利于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文章内容本身所
具有的明确的指向，还是比较容易形成一致认识：春天到了，
可是……是文中最有魅力的语言。

（三）精读感悟，把握魅力的表现。

在学生找到了“春天到了，可是……”这句话后，我又抛出
了第二个问题。探究问题二：既然大家都一致认为最有魅力
是：“春天到了，可是……”这句话，它具有什么样的魅力，
能让行人由原来的无动于衷的态度，转变成纷纷解囊相助呢？
比起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难度加大，但还较好把握，但
要从整体上，从老人前后乞讨时的神态、语言及乞讨的结果
的对比中把握。学生能说到一些，但缺乏概括性，此时我就
用小组合作的方式，采纳集体的智慧，来补足学生阅读的不
足，使学生的阅读更全面，更具概括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
上，有情感地朗读描写老人家的语句，要读出前面的悲伤，
读出后面的喜悦。

（四）以读促情，理解魅力的原因 。

学生已经对故事的内容有了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我又抛
出了第三个问题。探究问题三：这简简单单的、好像还没说
完的一句话，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非凡的魅力呢？学生直接理
解这个问题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思路受堵，容易出现课堂上
的冷场。这时候要创设情境，找到一个解发点，引发学生的
联想，学生就容易入情入境了。

这时我用课件展示一组春天莺歌燕舞的画面，然后我将面对
这一幅幅精美的春景图，在柔美的轻音乐中深情演说，并以
课文中“是的，春天是多么美好啊，那蓝天白云，绿树红花，
那教堂尖顶的莺飞燕舞，那塞纳河畔嬉戏的孩子,怎么不叫人
陶醉呢?”我用课文中的句子做演说是为了更好地贴近文本，



而不至于游离，也是为给学生提供更熟悉和亲切的语言材料。
学生再读这段话，体验春天的美好。还可以让学生说说你在
春天里都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干了些什么？我的这一
活动主要是为激起学生面对春天时积极的情感体验，学生被
调动起来的情绪越来越高。当学生感受了春天的美之后，我
将画面切换成：一片漆黑，盲老人静坐一旁，并配以哀伤的
曲子，在这强烈的对比画面中，在这滴血带泪的音乐中，学
生的情感跌落到了谷底，当然也就越容易产生共鸣。“可
是”是转折，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断裂，后面的省略号欲言又
止，又给人以无限的想象。我便顺势让学生想象可是背后的
内容。

之后，用大屏幕将三句扩展的句子展示出来，我在这里采用
了接读的方式让学生读这三个句子。写了春天美景的部分老
师读，可是后面的学生读：春天到了，我们看到了蓝天白云、
绿树红花，可是（盲老人什么也看不到！）；春天到了，我
们听到了小鸟婉转动听的声音，可是（盲老人什么也听不
到！）；春天到了，我们可以走出户外，玩耍嬉戏，可是
（盲老人什么也不能干！）。从而体会出老人的辛酸和悲哀。
最后教师以小结得形式概括出这句话的魅力所在：同学们，
诗人添上“春天到了”，并且用“可是”作转折，把世界上
最美好的事物和最悲惨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使人们陶醉于春
天美景的同时，不禁想到了盲老人的不幸。它富有诗意，它
带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它唤醒了人们心灵中最善良、最美好
的一面，那就是对残疾人的同情心。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教
师的话概括性更强，有利于组织和深化学生的思想认识。

在这一环节我以图画的形式展现文本，加上音乐的渲染，不
仅引导学生感受了 “春天到了，可是……”这一句话的巨大
作用，而且感悟了其打动人心的原因。突出了重点，突破了
难点。

（五）深度拓展, 走出文本。



在课的结尾处, 我设计了“为校园设计最具魅力的警示语”
环节。在这里，我先出示四张校园真实照片：被践踏的草坪、
校道上遗弃的花朵、乱涂乱画的课桌、教室一角乱丢的垃圾。
然后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探究，给其中的一张照片写一
句最能打动人心的警示语，并最终写在老师准备好的硬卡纸
上，上台展示。这是一个展现学生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使教学
由课内向课外延伸, 真正体现出语文课程是开放性、综合性、
活动性的课程, 凸显了语文课程标准的“增强语文学科向外
辐射的张力”这一重要理念。

行人 有魅力的语言 老人

心连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