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曲的演讲稿(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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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戏曲的演讲稿篇一

人声鼎沸的戏院，朱红色的大门，座无虚席的坐席，这些，
似乎已经成为我童年回忆里的一部分。闭上眼睛，我还可以
想起来那天的悠长戏腔与温柔水袖，就和那与戏度过的时光
一样，永铭我心。

仍记小时住在村子里，村上有个戏院，我便常常去那里看戏，
演员们便渐渐地也同我熟络起来，时常在街上隔老远看到我
就招手：“小秋姑娘！”后面接着的话便是告诉我几时在戏
院会有什么戏可看，会特意问问我去不去，需不需要给我留
个前排位置，我也就非常感激他们了，可阿娘并不允许我去
看戏，她认为这对于我们家来说太过于奢侈且无用，不如辍
学去帮她耕地，于是自她如此讲过以后，我就被限制的很严，
也就很少去看戏了。

邻居郑姐，并不比我大上多少，可她却是镇上戏院里的一把
手，她的戏更是唱的婉转动听，虽是未成年人，但在台上的
风姿也不输他人。于是我也喜欢当她的跟屁虫，愿意跟她玩。
有一天趁阿娘不在家，我就偷偷溜去戏院想看上一部戏，刚
趴在门口想打听一下今天有什么戏上演时便听到了熟耳又动
听的戏曲——《霸王别姬》，来不及稍作歇息，我就急匆匆
地跑了进去占据有利位置，好欣赏这一出大戏。

台上的人妆容精美，服装华丽，戏腔悠长。这一刻好像天地
之间都空荡荡的，只留下了这一小舞台。这是我的一方天地，



也是我灵魂的一部分。那件戏服在台上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闪
闪发着光，黄色底上绣着花纹的衣服华丽又耀眼，顿时将我
的目光吸引住了，我多么希望也可以穿上那件戏服呀！

回过神来时，不知道戏已经结束了多久，只是听到有人在叫
我的名字，我便循声望去，是表演完还没有卸去妆容的郑姐，
她从戏院化妆室探出一个头向我招招手，她讲她向戏院院长
请示过了，鉴于我如此热爱戏曲，她今天打算带我去体验当
戏曲演员一次，她话音未落我就已经冲到一个离我最近的化
妆台前坐下，眼巴巴地看着她等着她给我上妆，等待的过程
好漫长，于是我就细细打量着化妆室里的摆放——排列整齐
的化妆台，化妆品也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上面，另一边就是挂
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再看看镜子时，里面已经多一个小花旦，
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这真的是我呀。

于是我也站上台去，学着他们平日里唱歌的样子装模作样的
唱了几句，我望向空落落的坐席，想象着这里坐满了人，而
我在给他们唱戏。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更是我可望不可
即的梦想。

正当我享受着精神上的快乐时，从外面路过的阿娘走了进来，
她一边责怪着郑姐一边粗暴的拎起我去洗手间洗去我的妆，
戏服也被她一把扯下再为我套上我来时有点破破烂烂的衣服，
我看着那件华丽的戏服被阿娘随手扔在地上，好像听到什么
东西撞击地面的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呼的一下熄
灭了。

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戏服，像极了我那逝去的戏曲时光。

后来，我与阿娘搬离了小镇，再未看过戏。

戏曲的演讲稿篇二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单元都是反映人类文化的文章，综合性学习《戏
曲大舞台》是戏曲文化。因此，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
解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本着这一目标，
我尽可能的为学生的搭建认识戏曲、学习语文的舞台。

根据原有的知识储备（我原来在教语文课的同时带过音乐课，
虽不是个戏曲爱好者，但对戏曲有所了解），在备课过程中，
我除了梳理自己已有的戏曲知识，还查阅了各种资料，寻找
吸引学生的知识点。如果仅仅是向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这堂
课肯定会让学生恹恹欲睡。因此，我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形式，
让学生认识戏曲，比如：戏曲知识知多少、猜赏戏曲、辨别
脸谱、演唱戏曲等，整个课堂异彩纷呈，学生们的对戏曲认
识兴趣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特别是学生自演的《花为媒》、
《夫妻双双把家还》的片段，虽然有的同学唱得不够精彩甚
至跑调，但也把课堂推向了高潮，学生情绪高昂，从而达到
了预想的效果。

这是一堂展示课，展示课必须有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为基础，
这就不得不提到课前的准备。我提前两周布置任务，要求：
自主阅读教材，同学间分组合作查找资料，了解中国戏曲的
一般知识，了解戏曲文化知识和我们家乡的地方戏；模仿学
唱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戏曲片段；搜集几段精彩唱段，把自己
对唱段的理解与同伴交流。学生在这两周的时间里，回家搜
集查找资料，来到学校一有时间就交流整理资料，有的同学
还跨班级收集资料（一部分孩子家里没有网络，戏曲方面的
参考资料又少，因此资料的获得主要靠部分同学收集，这部
分同学主要是交流整理），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学到的戏曲片
段教给同组的同学和其他想学的同学，课余时间时常会听到
哼唱戏曲声音。这样通过搜集资料，既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了
学生的自主合作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为学生的课堂展示
做好了知识储备。而我设计教案时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思
想，把时间还给学生。课堂上我设置了让他们展示信息量丰
富及整合处理信息能力的戏曲知识问答、脸谱的含义及举例，
让他们展示演唱才能的戏曲表演等等，让学生得到自由充分



的展示。而教师在课堂上仅仅起到穿针引线、调整课堂的作
用。

我这堂课虽是展示课，但是我没有仅仅停留在把搜集来的知
识简单回报这一层面上，而是尽可能的贯穿语文学习。因为
如果脱离开语文教学，也就不是一节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

《戏曲大舞台》这一综合性学习课很容易上成热热闹闹的`表
演课、学唱课，戏曲知识课，往往忽视了口语表达与书面表
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特点。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解
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而且这次活动我
重视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比如：对脸谱的识
别不只是停留在脸谱辨别和代表的含义上，而是联系“平时
描写人物时要注意观察，刻画出特点”这一写作方法。又如：
戏曲欣赏不只停留在让学生“悦耳”这一层面上，而是在欣
赏的基础上让学生当堂对所听和所了解的戏曲的进行赏析，
既培养了写作能力又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这节课不仅形式
灵活，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语文学习这一舞台。

新教材的改革，向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首先要
有全新的教学理念，需要教师加强文化修养，除本专业扎实
的知识外更要有多方面的才能。

在《戏曲大舞台》这一综合活动课中，我对此有了更深的体
会。例如关于京剧脸谱。什么脸谱象征什么性格，什么品质，
什么角色，什么命运，都各有说法；关于服饰，文将穿什么，
武将穿什么；关于服饰颜色，皇帝穿什么色，大臣穿什么色，
百姓穿什么色，也各有讲究，就是戏曲的“四艺五法”也各
有韵味。由于自己业余学过几种戏曲唱腔，在课堂上时不时
唱上几句，便于学生理解，便于学生模仿。在课外指导时，
这些能力也派上了用场。两个星期的备课浓缩在一节课中，
使学生在这堂课中既了解了戏曲的有关知识，又达到了弘扬
民族文化的目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理想效果。



当然优点和不足往往是并存的。戏曲知识博大精深，课堂的
四十五分钟很难把戏曲重点知识全部挖出来（尤其是国粹京
剧），这不仅是老师的遗憾，更是学生的损失。相信经过我
们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语文教学之路会走得更长更远。我也
相信在我们老师和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燃起学生读
书的热情，整个课堂会充满了浓郁的油墨书香，书香也将为
孩子的一生插上飞翔的翅膀!

戏曲的演讲稿篇三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单元都是反映人类文化的文章，综合性学习《戏
曲大舞台》是戏曲文化。因此，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
解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本着这一目标，
我尽可能的为学生的搭建认识戏曲、学习语文的舞台。

根据原有的知识储备（我原来教过音乐，虽不是个戏曲爱好
者，但对戏曲有所了解），在备课过程中，我除了梳理自己
已有的戏曲知识，还查阅了各种资料，寻找吸引学生的知识
点。如果仅仅是向学生讲授这些知识，这堂课肯定会让学生
恹恹欲睡。因此，我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形式，让学生认识戏
曲，比如：戏曲知识知多少、猜赏戏曲、辨别脸谱、演唱戏
曲等，整个课堂异彩纷呈，学生们的对戏曲认识兴趣被极大
地调动起来，特别是学生自演的《谁说女子不如男》《苏三
起解》《夫妻双双把家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片段，
虽然有的同学唱得不够精彩甚至跑调，但也把课堂推向了高
潮，学生情绪高昂，从而达到了意想的效果。这一点从学生谈
“对戏曲有了怎样的认识？”我已经知道学生已经对戏曲产
生了兴趣。

这是一堂展示课，展示课必须有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为基础，
这就不得不提到课前的准备。我提前两周布置任务，要求：
自主阅读教材，同学间分组合作查找资料，了解中国戏曲的
一般知识，了解戏曲文化知识和我们家乡的地方戏；模仿学



唱一两个自己喜欢的戏曲片段；搜集几段精彩唱段，把自己
对唱段的理解与同伴交流。学生在这两周里回家搜集查找资
料，来到学校一有时间就交流整理资料，有的同学还跨班级
收集资料（农村家庭大部分没有网络，戏曲方面的参考资料
又少，因此资料的获得主要靠部分同学收集，大部分同学主
要是交流整理），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学到的戏曲片段教给同
组的同学和其他想学的同学，课余时间时常会听到哼唱戏曲
声音。这样通过搜集资料，既充分的培养和锻炼了学生的.自
主合作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为学生的课堂展示做好了知
识储备。而我设计教案时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思想，把时
间还给学生。课堂上我设置了让他们展示信息量丰富及整合
处理信息能力的戏曲知识问答、脸谱的含义及举例，让他们
展示演唱才能的戏曲表演、让他们展示写作与表达能力的戏
曲赏析，让他们展示表达能力的谈“对戏曲的认识”等等，
让学生得到自由充分的展示。而教师在课堂上仅仅起到穿针
引线、调整课堂的作用。

我这堂课虽是展示课，但是我没有仅仅停留在把搜集来的知
识简单回报这一层面上，而是尽可能的贯穿语文学习。因为
如果脱离开语文教学，也就不是一节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

《戏曲大舞台》这一综合性学习课很容易上成热热闹闹的表
演课、学唱课，戏曲知识课，往往忽视了口语表达与书面表
达，偏离了语文教学的特点。我这堂课的目标定位是：了解
中国戏曲相关知识；感受戏曲文化的魅力。而且这次活动我
重视了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比如：对脸谱的识
别不只是停留在脸谱辨别和代表的含义上，而是联系“平时
描写人物时要注意观察，刻画出特点”这一写作方法。又如：
戏曲欣赏不只停留在让学生“悦耳”这一层面上，而是在欣
赏的基础上让学生当堂对所听和所了解的戏曲的进行赏析，
既培养了写作能力又锻炼了口语表达能力。这节课不仅形式
灵活，而且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语文学习这一舞台。

当然优点和不足往往是并存的。戏曲知识博大精深，课堂的



四十五分钟很难把戏曲重点知识全部挖出来（尤其是国粹京
剧），这不仅是老师的遗憾，更是学生的损失。再者我班人
数多，一节课很难让所有的学生有展示的机会，特别演唱和
赏析往往只停留在少数几个人身上。

戏曲的演讲稿篇四

假期，我与父母去成都游玩。

成都市，它是一个多姿多彩大城市：有香辣双味齐全的串串
香，成都人特爱吃麻、喝辣;有土生土长的纯正四川话，字字
句句都回味无穷;有又精彩又好吃的功夫茶，令人赞叹不已;
也有出名全世的川剧表演，在其中我认为最精彩的就是变脸，
或让人惊讶得整场烧开的喷火，这迫不得已要我钦佩。

一天，大伙儿和杨大姐一家去成都名游玩景点——成都宽窄
巷子玩耍。这里有浓郁的老成都味道，亦有中西结合，这儿
建筑类型不一样，这让我认为十分幽默。中午，大家进了全
名是“成都印象”的饭店用餐，这也是有老成都的浓郁味儿：
大门口有一铜雕店小二正弯着腰、笑眯眯地给你请进;餐馆如
古塔，如同影片里古时候普遍的餐馆，来过很数次成都市，
这还第一次感受到。杨阿姨与大伯抢到靠演出舞台旁边的一
桌，一进门处就是二楼，下边也有一楼，那有一个演出舞台，
大家那桌一掉转头俯瞰便由此可见演出舞台。夜里七点多钟，
表演开始了，最先是二胡、古筝、琵琶合奏，歌曲但是超好
听。

接着是“顶部时间”——顶灯，浓浓川味与顶灯时间令我誉
不绝口。

下面也是小品。经常在电视机里看到四川小品，十分风趣、
趣味;可今天亲眼所见，我不得不觉得高兴。这一搞笑小品逗
得大家乐欢喜，逗得我捧腹大笑，伶牙俐齿也令我敬佩，我
拍巴掌称精彩纷呈。



杨阿姨说，最精彩的在最后一个综艺节目，我好奇地问是啥
表演，她讲等一会儿就知道。

我吃完了饭，专心致志地看表演。

不一会儿，我看见了一位年龄大概已过不惑之年的叔叔，他
衣着一川剧演服，从我那边经历，我顾虑起来。以后，.我如
梦初醒。

这一伯伯前额上面有眼角纹，面部上的肉皱着的，腮部旁的
纹如池塘雨天一样那逐层漪涟，很是繁杂交叠;太阳穴位置又
如轻风吹来的每次小波浪，双眼似小珠串，极有一种我国古
代人的清雅感，好像蕴含着古色天香。走起路来大摇大摆，
又似匪徒大当家的脚步，一看起来就是“武林高手”。第一
次一见，我也对他拥有刻骨铭心的印像。

他走以后，我与杨阿姨的大儿子又再次悠闲地收看精彩的表
演。

这种表演都要我觉得到浓厚的四川味儿，可是我还是感觉最
后一个综艺节目——川剧变脸精彩多了。

一个小时后，有点儿烦闷的我突然瞪大眼，精神实质立刻抖
擞起来了：啊，是他，哪个伯伯，他如府官进县衙——大摇
大摆地从后台管理走上台了，我迫不及待地下楼去，坐着台
前桌椅上。一位阿姨也踏入演出舞台变脸。却叔叔演出得更
精彩纷呈。他唱了一小段曲调，调子精神实质强有力，极是
超好听。只听到音乐背景一断，三秒后，他马上变脸起來，
周边的场景也活跃性、繁华了很多。他的面具时红时黑，五
彩缤纷，红似关公像，黑似包青天，栩栩如生。

一会儿，他又喷火，火是那般长，充足一米。大伙儿吼叫着：
“好!好!”因为我不由自主地高声吼着，拍手夸赞。大伙儿
就如煮沸的串串香火锅，川剧演出则如汤中菜，和在一起，



受欢迎又麻辣。

伯伯踏入后台管理，阿姨表演着。十秒后，伯伯走下台与大
家见面。嗬，他还在变脸呢!大家都争着与他握手、合照，因
为我不愿罢休。最终，我争到，与这大师站在一起，爸爸照
了独有实际意义的二张像。虽是二张，却蕴涵民风和我那聊
不完的兴奋，它针对我来说如金子一般宝贵。

每每看见了这二张相片时，我禁不住回念着成都市，但我更
会想到这位川剧“大师”，我始终不容易忘却，他帮我留有
了刻骨铭心的印像。

戏曲的演讲稿篇五

星期五上午我校举行了第二届戏曲进校园。

戏曲一门分生、旦、净、丑的行当，讲究唱、念、做、打的
综合舞台艺术。既是艺术，必是高于生活了，但却源于生活。
人生不过是一场热闹，物质追求的不持久性，必然让位于精
神追求的一部分。戏曲作为一种历史悠远的精神文化，其价
值已超越了艺术本身。戏曲的地位该与人生并列。

我印象最深刻的戏剧就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戏剧，“刘大哥
讲话理太偏。”

传说在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柔然族不断南下骚扰，北魏
政权规定每家出一名男子上前线。但是木兰的父亲年事已高
又体弱多病，无法上战场，家中弟弟年龄尚幼，所以，木兰
决定替父从军，从此开始了她长达十几年的军旅生活。

去边关打仗，对于很多男子来说都是艰苦的事情，而木兰既
要隐瞒身份，又要与伙伴们一起杀敌，这就比一般从军的人
更加艰难！可喜的是花木兰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
数十年后凯旋回家。皇帝因为她的功劳之大，赦免其欺君之



罪，同时认为她有能力在朝廷效力，任得一官半职.然而，花
木兰因家有老父需要照顾拒绝了，请求皇帝能让自己返乡，
去补偿和孝敬父母。

通过这届戏曲进校园，我对中国的戏剧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和认知。

戏曲的演讲稿篇六

一平一仄，一高一低，我细细聆听着委婉的唱调，一股细腻
的感动从心底涌出，一切，只因我与戏曲结缘。

与戏曲结缘，看繁多剧种舞动乾坤，惊叹中华文化魅力无限。
婉转的腔调，生动的色彩，一句句戏调唱遍天下曲；悠久的
历史，丰富的内涵，一声声唱出中华魂。

婉转腔调舞剧种。

高亢的语调，道尽独特地域风情。雍容华美的京剧，典雅精
致的尾曲，高亢悲凉的梆子戏，轻柔婉转的戏剧——一字一
词从嘴中蹦跳而出，道尽人间世态炎凉。历史的厚重沉淀渐
渐化作一高一低的动听语调，从人的心底涌出，回味历史的
深沉韵味。

独特繁多的不同剧种，舞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戏曲结
缘，赏多彩流派绽奇葩。

百花齐放创流派。

各种流派绽放戏剧最美丽的浪漫花朵。毕生追求艺术顶峰的
梅兰芳，用一世的才华创建梅派。程砚秋用深邃曲折的唱腔
塑造一个个外柔内刚的程派经典。荀惠，用柔媚婉约的风格
将一个个天真活泼的荀派少女送入万家灯火，舞动的身姿，



婀娜的舞态，传神的演绎，一个个妇女形象渐渐从历史深处
过渡。

百花齐放的各种流派，创出中华文化的众彩纷呈。与戏曲结
缘，赏多彩流派绽奇葩。

五彩缤纷绘脸谱。

红黄蓝黑，色彩相交，在碰撞间激起万千火花。血战长沙的
关公，赤红的双颊忠勇当先；一声喝断长坂桥的张飞，深黑
的面庞猛智依旧；奸险狡诈的曹操，月下煮酒的白色面孔令
人生畏。微耸的双眉纵出一生的轮回，交错的画纹印出一代
代英雄与小人交错的历史痕迹。变幻的色彩犹如印记了人的
灵魂，在历史深刻的步履中渗透丝丝正义的批判曙光。

对比鲜明的五彩脸谱，绘出中华文化的正直向前。与戏曲结
缘，绘五彩脸谱震中华。

婉转的曲调，生动的色彩，细听，乾坤曲，动中华——

一平一仄，一高一低，我细细聆听着委婉的唱调，一股细腻
的感动从心底涌出。一切，一切，只因我与戏曲结缘。

中国的戏曲在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因为它源远流长，
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流行文化在群众
文化生活中占据绝对主流。渐渐地，我也随着时代开始排斥
戏曲。

我的爷爷是个戏迷，自然爱看戏，爱听戏，也爱唱戏。每天
早晨，爷爷都会大展歌喉，边唱边比划：“苏三离了洪桐县，
将身来在大街前——”我趴在窗上，喊着：“爷爷，别唱了，
过路的人都在看你呢！你唱的是哪一出呢！”唱哪出？来来
来，我告诉你。”爷爷向我挥挥手。我跑过去，爷爷
说：“这曲叫《玉堂春》，不错吧？”“噢，原来你们戏迷



流行这曲呀！”“流行？？哈哈——-”爷爷笑了，“对，我
们就流行这曲。你们孩子流行啥呀？”于是我的意地唱起了
周杰伦的新歌：“在我的地盘你就得听我的……”“原来玄
儿喜欢听蚊子哼哼的呀？好吧，你听吧，听吧！”我看得出
爷爷有点失落，但我决不喜欢，同学会说我老套的。这样，
每当村里来了戏班子，爷爷一席都不缺，而我情愿一人在家
里看《流星花园》，因为流行呀！

小时候跳舞，有一跳《艺苑新蕾》，服装上画了个大大的脸
谱，我觉得它透着古怪，便扔在柜子底层，不见天日。直到
几年后的一天，表姐惊喜地发现它后，爱不释手，我毫不犹
豫地送给了她。后来到她家，我发现她房间里挂满了各种各
样的脸谱，收集了非常多戏曲光盘。我嘲笑她：“你好土
呀！”“说什么呢？”表姐嘴一撅：“你不知道吗？脸谱和
戏曲是我们中国的标志。挂着脸谱，无论到世界哪儿，老外
都知道咱们是中国人……”接着，表姐给我上了一堂戏曲课，
我也惊讶得半天没回过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