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电影孔子演讲稿(通用7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
众。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儒家思想创始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诞
辰____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活动。首先，谨让我
代表高霞小学全体师生对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领导、
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瑰宝。多
年来，我校围绕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建设以民族精神为底色
的校园文化。我们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及发展需要，以儒
家“仁爱”思想为核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归宿，
以“诵读经典、感悟经典、学做真人”为主旋律，通过开展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国学，爱国学，用国学的教育活动，让
学生逐步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
道德修养，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增长才干，为民族文化的
绵延、创新与发展打造基石。

在国学教育活动中，我们采用“读(每周一篇人人读)、找(查
找经典故事等)、背(自背、互背校本课程)、操(在全校推广
国学礼仪操)、赛(班级、学校比赛)、赏(配乐、配画吟诵)、展
(手抄报、画展)、写(根据情节描写，展开想象读写)、演(举
行国学教育文艺汇演)、用(生活中运用)”等生动活泼的学习



形式，用国学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教育学生学会
做人，学会做“五爱”人，增强文化修养，提高综合素质。

在国学教育活动中，我们做到“五大结合”，即国学与语文
教学相结合，在培养学生书写能力和诵读能力的同时提高人
品;国学与校本课程相结合，开发了《三字经》《弟子规》
《千字文》《孝敬》《增广贤文》《论语》等国学校本课程，
构建独具“感恩、爱心、善念”的学校文化;国学与传统节日
活动结合，挖掘、拓展端午节、老年节、除夕等传统节日的
特定内涵;国学与学生的行为习惯培养相结合，开展“文明银
行储蓄”活动，每月一个专题活动等;国学与传统礼仪文化相
结合，开展三礼(礼仪、礼貌、礼节)、“开笔礼”等活动。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他的功绩和影响是世界上
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是为了表达我
们对这位伟大先哲的怀念和敬仰，对儒家文化的感悟和对继
往开来者传承光大的责任，提升我校的文化品位形象，提高
校园道德风尚，树立构建和谐校园的思想，营造尊师重教氛
围，培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高霞学子。让我们借鉴孔子
的精神财富，传承优良的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创建一个美丽、
文明、富饶的晋江而奋斗。

谢谢大家!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二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春秋战国时期鲁国陬邑人。还是中国
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
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在《论语》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孔子学识渊博，人称孔
圣人，但孔子依然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有一回，跟随当时
鲁国的乐管师囊古琴，学的是《文王操》。孔子专心学了一



段时间后，师囊说可以了。孔子觉得不够，又继续学。一段
时间后，师囊说可以了。可孔子仍觉得不够。又过了一段时
间，师囊认为真的可以了。可孔子仍觉得不够。直到孔子能
够再乐曲中表现文王的形象，孔子才觉得真的.可以了。”

在跟师囊学古琴，弹奏《文王操》时，师囊曾三次对孔子说：
“可以了。”但孔子始终觉得自己还得再学，直到能够在乐
曲中表现文王的形象，孔子才罢休。又有一回，孔子去太庙
祭祖，见到新奇的事物就向人问这问那。有人笑着说：“孔
子学富五车，懂得礼仪，怎么还要问别人?”孔子听了后回答
说：“对于不明白的事，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们知道了孔子是一个虚心好学，不耻下
问的人!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孔夫子。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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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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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五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虽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记录的
言论，但孔老夫子思想的精髓却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有幸一读，也得到了一些感悟，虽然年龄尚小，对许多
语言的理解还不很到位，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感悟，用文字
记录下来。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的意思，温习旧
的知识而从中获得新的'知识，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在这
里，孔子教给我：对旧的知识要及时复习，而不能弃之不顾。
的确，这句话很有道理，高中阶段，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大量
的新知识，时间有限，很多人都选择学习新的，而把旧的放
在一边，可是你有了时间再拿起所谓的旧知识，却又成为新
的了。其实，温习旧知识，绝非是浪费时间，而是对知识的
一种整合，酿酒愈久愈弥香，书品愈久愈有味，知识也是如
此，温习的次数越多，就愈是饱和，你从中悟出的东西也就
越多，而这些知识，将会是你宝贵的财富。

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孔子在告诉我：只是学习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思考不学
习就会感到愚昧。这句话同时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性，
学习和思考是一对好朋友，永远都是结伴而行的。在学习过
程中，要兼顾思考，在思考过程中也要学习。荀子在《劝学》
中也曾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也是
在强调学习对于思考的重要性啊！而陆游有诗：纸上得来终
觉浅，绝知此时要躬行。虽然是在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
性，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引申一下，理解
为思考实践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呢！总之，思考和学习一
起，才能发挥出其无穷无尽的力量。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这是在教
给我们，要乐于学习，以学习为乐。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在教给我
们：做学问要诚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孔子的思想深如大海，而我，愿做其中的一尾小鱼，细细品
味其中的精华，汲取其中营养。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六

从古至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以及西方的哲学家都层
出不穷。但在众多的圣杰之中，最令我们敬佩的依然是我们
的东方圣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号称弟
子三千。"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有《论语》一书。《论语》，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由孔子及
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

首先，我认为孔子是一个不耻下问的人。我们也知道，孔子
有许多的"导师"。有的导师小到《两小儿辩日》中的孩童。
从两个孩童的辩论中，孔子也明白了许多道理，甚至向两个
孩童请教。从此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不耻下问的特点。

其次，我认为孔子是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孔子从四十
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以礼治国。为
国，他可"毁三都"，为国，他可亲自率兵，可鲁国君上为了
自己的利益，将孔夫子赶出鲁国。不过幸而孔夫子并未放弃，
并和弟子在漂泊途中，依旧努力宣传。有许多次差点因此丢
去性命。可这并不会阻挡孔子宣传仁、义、礼、智、信。也
许，这才是真正的为国堪忧，强大无畏。

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夫子，也是孔子爱人，爱己，为国分忧，
无私无畏的特点。就像古人说的"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
孔子不愧为真君子，而他的弟子也将仁、义、礼、智、信，
传遍了天下!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夫子：东方圣贤!



电影孔子演讲稿篇七

老师们，同学们!

今年是孔子诞辰x周年。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
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
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
美观，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基础和源泉。崇
尚孔子、推崇儒学，是认识民族特性、领会国人精神的一个
重要途径。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孔子是泰山，高峻巍峨，万众仰之;孔子是大海，博大深邃，
百川归之。千百年来，我们不断地用其教诲去鼓励自己，去
教育他人。千百年来，我们也习惯了在《论语》的墨香中，
感悟其中孕含的人文精神、教化思想、人生智慧。

在他身上有一种大人格，大精神，大境界。

只要孝悌道德还在，孔子便是一盏灯。

只要礼义廉耻还在，孔子便是一面旗。

只要崇尚教化还在，孔子便是一本常读常新的经典。

何为经典?

经典就是历经岁月洗历，纵千百年而流传的文化的精髓，就
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著作。不仅如此，中国人的理想和
奋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也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沃土之中!



为此，我们要在校园中营造一种充满传统气息的文化氛围，
让师生时时处处感受到智慧的光华，知识的神圣。

读书启迪心智，滋养心灵，涵养人生。我们要把实验中学打
造成为师生不断学习，相互交流不断提高的场所，打造成为
师生舒展心灵、放飞理想的旷野。让我们研读经典，用智慧
启迪智慧，用人格塑造人格，用人文之光净化心灵。

老师们，同学们!

让我们“读圣贤书，走成功路;修君子淑女风范，树成才报国
豪情!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深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为把实验中
学建成”合作校园，学习校园，文化校园”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