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实用5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
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
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篇一

慢慢的合上《雷雨》，我的眼前依旧是挥不去的那一幅幅生
动而又鲜明的画面！一声声振人心弦的话语，还有那给人思
考的问题———人性美的展现！

如果大家拜度过曹禹先生的《雷雨》，那么你们一定对这俩
个人记忆犹新———周仆园与鲁侍萍。因为正是他们之间的
爱恨情仇，才导致了如此凄凉而又发人思考的结局。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周仆园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大家长形象。
他说的话每个人都要服从。我们可以发现从逼着繁漪吃药的
这部分就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着还不够完完全全体
现出周仆园这个人的形象，那么最能反映出内心的就是他在
得知鲁妈就是侍萍的前后的态度差异，淋漓尽致的写出了周
仆园的冷酷，自私，虚伪。

然而，和周仆园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和他有过一段，唯一一
段刻骨铭心爱情的鲁侍萍，也就是鲁妈。他心地善良，纯真，
坚强，有自尊。他并没有在金钱面前屈服。她是一个强者，
一个伟大的女性！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周仆园与鲁侍萍是人性美展现的两个极



端的对比表现。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我认为最可怜，最展
现人性美好的人———周冲。

周冲，一个富有青年上进心的人。他的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活
力，有着与时俱进的思想。这和他们这种封建的大家庭里的
氛围形成鲜明的对比，给人一全新的感受。

他其实是一个很单纯，善良的人。他对四凤的喜欢，不夹杂
任何一点的杂质，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对鲁家人的帮助和对
矿工想法的认同，也表现了他的善良，他的思想的进步。尤
其他对鲁家人的帮助。他是唯一一个周家愿意帮助鲁大海他
们矿工的人。他认为工人也是有思想的。他们作为一个资产
阶级的家庭，无时无刻不在剥削他们的工人。但周冲认为他
们家不应该这样。工人们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从这里，体
现了他的平等的思想观念。

当周冲知道他大哥———周萍与他的母亲有关系的时候我觉
得他是可怜的。他自己喜欢的四凤爱上了他的哥哥，他也默
默的接受了。他祝他们幸福。但他知道周萍与繁漪的关系的
时候，他不愿相信。欣慰他信任他的哥哥，他的母亲！最后
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四凤，死在了雷雨交加的夜里！

周冲一个善良，纯真，具有先进思想的人，他的家庭决定了
他的命运。但他的身上那种伟大的人性美的体现，永远在我
的心中长亮！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篇二

《人性的弱点》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一句句充满哲
理的话语，实例与真理的有机结合，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
谐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详细的配方。以下是人性的弱点读后感，
欢迎阅读和关注。

曾经读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弱点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那么，有了
好书作为一面镜子，我们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

读完《人性的弱点》这本书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人相处
的技巧。

在这本书中，卡内基提供了一些处理人类弱点和与人相处的
技巧。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一句句充满哲理的话语，
实例与真理的有机结合，为我们创造一个温馨和谐的人际关
系提供了详细的配方。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不断加深对卡耐基人际关系的理解，
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探索自己的人际沟通方式。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身心健康的必要条件。通过行动学习各种
人际交往技巧变得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人际交
往的不足，反省自己，真诚地关心他人，学会倾听，积极自
觉地融入工作和生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与他人相处
的技巧。

在现实生活中，与人相处和沟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关键
是我们如何正确地面对和处理人际关系，为自己与别人形成
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相信这本书将照亮我们自己的弱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和克服它们。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开发自己的潜力。

期望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弱点，找到解决办法，并从中获得更
多的正能量。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篇三

独自漫步在细雨中，享受着雨丝轻饶耳畔的温柔，享受着世



界氤氲着的淡淡的朦胧。许是雨太细，润滑了路面，只听得
身后“哎哟”一声惊叫。赶紧转身，不远处一位上了年纪的
老人跌倒在地，双手艰难地支撑地面想要站起。只见不远处
的青年果断地奔至老人身旁，毫不犹豫地弯下腰，缓缓架住
老人的双肩，搀扶着她站了起来。这一系列连贯的动作显然
不假思索，没有掂量是否会上当，没有思量是否会受骗。

我在不远处凝望着那位青年，他弯下腰的样子早已被定格，
定格在雨中，定格在我的脑海中，扶不扶在这里根本不是问
题！因细雨而昏暗的天空好似一下子亮堂起来，雨丝越发温
柔。

这就是我居住的小城，没有无畏的猜忌，只有淳朴的人心，
在向往美好的生活。

我哼着小调走在大街上，一丝沙哑的又被演绎得没有旋律的
歌声缭入耳畔。两点钟方向，一位完全没有下肢，全靠双臂
支撑的残疾人费力的吼着歌曲，黝黑的脸上布着细细汗珠，
面前摆着一只被磨的看不出本色的小瓷碗，看他一眼，便不
忍再看。这时一位年轻漂亮的妇人快步向他走去，擦肩而过
时也没有本想的刺鼻香水味。她对那人微微一笑，缓缓弯下
身子，将手中的钞票轻轻放入那只碗中，举手投足中尽显尊
重。

我望着那位妇人，其实她弯下身子的样子真的很优雅，如同
这细细的微风一般掠过我的心湖。记住了她的模样，更记住
了她弯腰超过九十度的尊重。

这便是我居住的小城，没有不屑的轻视，只有纯朴的人心，
在给予着美好的祝福。

我住的城市虽然很小，但却无时无刻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篇四

《边城》被誉为“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一个小说文
本”，“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说中的顶峰之作”的《边城》
被遴选进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高中学生
得以领略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美。

小说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
人性的美，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物、人情，是一幅诗
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
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小说中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
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
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
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如画让人如入梦境，无不
给人美的享受。

沈从文在《边城》描绘了一幅他童年记忆中、理想世界中的
美丽湘西地域风俗画，这幅风俗画是优美的、精致的、奇丽
的，它蕴涵了湘西边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俗、人际关系、
人情人性等等，积淀着深厚博大而又神秘瑰丽的楚文化。

这种氛围里生活的人们质朴而又善良,任何剑拔弩张在这里都
显得格格不入。

在划船比赛中，胜利的队伍可以得到一枚小银牌，在边城之
外，总会有人计较谁会得到它，但是在边城人看来，银牌不
拘缠到船上哪一个人的头上，都显出一船人合作努力的光荣。
在边城，没有争名夺利。

“从文出生于苗汉杂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这一地区的风
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热爱。”施蛰存如是说。



边城的人民是“一群未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人，他们保
持着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纯朴勤俭的古老民风。透过
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沈先生努力建构了一个充满自然人
性的世外桃源，创造的人物闪烁着人性中率真、美丽、虔诚
的一面，边城的人民就是人性美的代表。

主人公翠翠是其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她是湘西
山水孕育出来的一个精灵，“她在风日里成长着，皮肤黑黑
的，触目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如水晶，自然抚养着她，教
育着她。”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
物”，“从不想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边城
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
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傩送远
走他乡，爷爷溘然长世，她痛苦悲伤但并没有倒下，她谢绝
船总让她住进他家的好意，她像爷爷那样守着摆渡的岗位，
苦恋着并等待傩送归来，充分表现她性格坚强的一面，展现
着柔中有刚的美，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命运作持久的抗争。

《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这
里人性皆真、皆善、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生的人性美、
人情美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看不到邪恶、奸诈和贪欲；这
里有贫富区分和社会地位高低的差别，但他们都互相亲善着、
扶持着；这里也有矛盾，但那决不是善与恶的冲突；小说结
局是悲剧性的，但也绝非是奸邪之徒所致。

《边城》在一首清澈、美丽但又有些哀婉的田园牧歌中，为
人类的爱做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这样一篇美丽的文字之中，
我们更能感受到一种似乎已为我们所陌生的自然、优美、健
康的人性，那种如大自然本身一样凝重、明慧而又本色真实
的人生形式，因此，读这样的作品，我们获得的不只是文学
艺术的美的享受，更有着对我们心灵人性的滋养与疗补。



人性的美好演讲稿篇五

——(邂逅于荧幕，心心相念。约会于胶卷，月华如练。隐隐
约约察觉，这虚幻的世界，彼岸的光影与你相约。)

罗裳散不尽妖娆，万千想念，万缕相思，洗净了今生所有的
繁华。落泪的眼眸尘封不了轮回，流不断浅笑的优柔和今生
若隐若现的倩影离愁。沈从文四年情书换来的爱情理应是美
好的，可并不尽然，给我们的是温暖而又莫名的伤感。

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学生，沈从文爱上了她，不顾一切。他写
下了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
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想，
这个人只能是张兆和了。

他写给张兆和的信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我曾做过可笑的
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
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
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
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
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用情至深，我想当看到这
段话时，很多情感柔弱的女性都会不自觉地为他落泪。

四年的情书，终于打动了张兆和“顽固”的心，1933年9月，
他们成婚了，而《边城》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文中的主
人公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影子写下的。

他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第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
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得要飞到半空中”，为她
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
生活的苦，让他并没有得到张兆和的理解。

他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
酒，终于，他还是回到了故乡，归葬在了湘西灵秀的山水里。



他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着大丛的虎耳草，
《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
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
在他们的婚姻生涯中，张兆和并没有完全理解他。

爱情不是不顾一切的冲动，也不是无所谓的追逐与忙碌，真
正的爱情是相互理解与牺牲。我想要是他们彼此相互理解，
那将会是一段诗情画意的时光。就像文中的主人公翠翠，守
候着渡船，守候着那飘散后或许来世才能会合的两片云彩，
守候那没有花期的蓓蕾在梦中热烈的绽放。

也许这世上真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责任对另一个从一而终，
任何一份爱，都是恩赐，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奢望恩赐永恒。
有时候，我们总习惯看着一份份的恩赐擦肩而过，然后站在
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想着自己近乎荒凉的所谓爱情，为
自己其实生活的很累，我们可能平静地想哭。可翠翠没有，
她坚持着。

有时候，别哭的太早，只因为真正的伤心未到。是什么忍住
了伤悲，是街上的行人还是夜色太美，或者是我们满心的期
待。那些风和雨的漂泊，翠翠没有逃避和退缩，可我们要怎
么去应付，才不至于闹得青春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