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演讲稿(模板5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那
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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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词演讲稿篇一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诗词中国”。

人们常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也许,在我们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那个繁盛的唐朝，都充满了对古诗的
赞叹。

古诗词，是炎黄子孙在中华上下五千年中智慧的凝结。

站在世纪的长河上，你看那牧童的手指，始终不渝地遥指着
一个永恒的诗歌盛世——那是歌舞升平的唐朝，是霓裳羽衣
的唐朝。唐朝的诗书，精魂万卷，卷卷永恒;唐朝的诗句，字
字珠玑，笔笔生花。无论是沙场壮士一去不还的悲壮，还是
深闺佳人春花秋月的感慨，唐诗之美，或痛彻心扉，或曾经
沧海，或振奋人心，或凄凉沧桑，都是绝伦美奂，久而弥笃。

品味诗词，我品出了词人的无奈，南唐后主李煜，被终身囚
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愁思是何等的.纷繁难解，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

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变得明智，明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

从“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我品出了诗人的
豪气。 读一首唐诗，便如拔出了一支锈迹斑驳的古剑。精光
黯黯中，闪烁着一尊尊成败英雄不灭的精魂;读一首唐诗，宛



如打开一枚古老的胭脂盒，氤氲香气中，升腾起一个个薄命
佳人哀婉的叹息。

我爱诗词，不但因为它生动传神，清秀隽永，更重要的是它
能够净化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健康向上的奋斗热情和坚强
意志，同学们，让我们走近诗词，品味诗词真是中国文化中
一颗永不退色的美丽瑰宝啊!

诗词演讲稿篇二

春节期间，央视第二季《中国诗词大会》播出，引起了师生
和家长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掀起一阵诗词文化热潮。

节目中来自复旦大学附中的16岁女生武亦姝，掌握的古诗词
量超过两千首，并成为第二季决赛总冠军；斩获成语大会和
汉字听写大会冠军，飞花令中一人对抗二十五人，夺得亚军
的北大才子彭敏；来自内蒙古的65岁王海军，只读了4年书，
摆地摊修自行车间隙不忘写诗，3年创作一千多首诗词；来自
河北邢台乡村的40岁农民白茹云，8岁起熟读古典诗词，6年
前身患重病住院时，一本《诗词鉴赏》放在床头陪伴左右渡
过难关；北大博士生陈更，理工科出身，却满腹文才，获得
连续多场的擂主，还有百人团里圆通快递的老曹，气质优雅
的主持人董卿，四位点评老师的口才与博识，都让人印象深
刻，心生崇敬。

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诗歌缘起，到“黄河之水天上
来”的盛唐气象，再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的革命情怀。《中国诗词大会》以这些最熟悉、最打动
人心的诗词，激发起观众的记忆与情怀，建构着我们的精神
家园。即便放眼全球，也很少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这样，
拥有如此灿若星河的经典诗篇；也很少有哪个国度，能像我
们这样，无论童叟都能念诵几句古典诗词。

当然，让《中国诗词大会》备受推崇的，不仅仅是选手的才



情和节目的精彩，更重要的或者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古典诗
词本身所蕴含的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它们承载着的我们民族
特有的精神追求、人文价值和生命力量。

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语言美。

诗词是语言的艺术，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首先是它的语言美。
具体表现在它的辞采丰富，表意精准、凝练。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陆机在《文赋》中
说：“诗缘情而绮靡”、“其遣言也贵妍”，刘勰《文心雕
龙》更是直接点明：“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
故辞必巧丽”，强调诗词遣词用语的重要性。故而中国古典
诗词炼句、炼字、诗眼等艺术手段，以求增强诗歌的艺术感
染力。贾岛“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中“推敲”二字的
故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改诗用“绿”字的故事，
诗圣杜甫“为人性僻眈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表达的正
是对诗词语言表达准确、形象、精炼的极致追求。

中国古典诗词的语言美还表现在它的形式美和音韵美。任何
文学艺术的创作，都要以外在的形式和具体的结构来体现，
诗词的创作也不例外。特别是汉语有一个与世界上普遍使用
的拼音文字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使用单音节字，字与字之
间搭配组成词，由词再组成句，由句再组成文。因此，对中
国文学来说，最基本的成分就是字。要想诗词流畅、声韵和
谐，读起来朗朗上口，首先就要考究字以及字与字之间的声
律。因而，我们经常见到中国古典诗词常用双声、叠韵、叠
字、比喻、对偶等修辞方法，并要求诗句、词句在对仗和格
律上长短一致、工整对称，既易于记忆、朗读，又富有音韵
之美。

从《诗经》“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
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到魏晋南北朝时曹



操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再
到唐初，严格意义上的格律诗出现，诗句开始形成讲究平仄
和押韵的规范，篇幅字数固定，结构规律上，都有了一定的
格式。最终，讲究形式和音韵的格律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
一种基本形式，之后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更是具有统一的词
调和曲牌，依据不同的词调曲牌来表意。诗词的形式和格律，
重缓急相间，长短有致，抑扬顿挫，韵调谐和，大大丰富了
诗词的表现力和艺术美。

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自然美。

这种自然美展示的是中华民族赖以生生不息的大好河山，蕴
含的是中华民族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诗意理念。

在这里，有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范仲淹“塞
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异域风情，有白居
易“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杜牧“千里莺啼
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春色，有陶渊明“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的山水田园，有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湖光天色，还
有诗仙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望天门山》，辛弃疾
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等等诗词，不胜枚举。

诗人、词人对自然美的热爱和讴歌不是作为旁观者的欣赏，
而是把自然作为交流和倾诉的对象，达到物我相融、物我相
忘、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境界。于是，便有了辛弃疾“我见
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了韩愈眼中“江作青
罗带，山如碧玉篸”的桂林山水，有了姜夔感叹“自胡马窥
江去后 废池乔木 犹厌言兵”。中国古典诗词直观鉴赏，表
达的是对自然的热爱，但根本目的更多的还是借物言志、寄
情山水、感悟人生。

也正因为中国古典诗词所标识的自然景象，让散布在中华大



地冰冷生硬的地理景观和山水楼台，有了精神的支撑、人文
的温度。我们心中的苏州，成了寒山寺，成了“夜半钟声到
客船”、我们想到的武汉，是黄鹤楼，是“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遥望的西域，是玉门关，是“北风
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即便未曾到过的地方，也
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熟悉的“故乡”。

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真情美。

这种情是深沉的爱国情。从屈原“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杜甫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再到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辛弃
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
祸福趋避之”。中国古典诗词所表达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
三千年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史的全过程。

这种情是浓烈的思乡情。韦庄的“未老莫还乡，还乡需断
肠”， 贺知章的“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王维的“每逢佳节倍思亲”， 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最典型的故事是：南朝陈伯之原是齐的将军，齐亡
于梁后，他恐怕为梁所不容，便投到北魏去；梁丘池写信给
他劝他还是回到祖国来，其中最有名的几句是：“暮春三月，
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旗鼓，感生平于畴
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陈伯之读了这信，想起自己的
乡土，果然就带了军队回到祖国来。这些古典诗词中的一草
一木、一唱一吟，无一不是朴素、浓烈的乡土之情。

这种情是执着的男女情。我们可以在《诗经》“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见证古老的爱情誓言，在李之仪“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中感受绵绵思
念，在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中体会温
情共勉，在苏轼“……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
凄凉”中遥想他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在柳永“”多情自古伤



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感触离别时的无限伤感。

不可或缺的还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所表达的难舍骨肉亲情。

中国古典诗词的文化魅力在于它的意境美。

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境界自成高
格。”诗词整体的美学价值在于意境。意境美是诗词美的最
高体现，是鉴定一首诗词好坏的关键因素。

所谓意境，是作者把自己的主观 情感赋予一定的艺术形象，
使读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能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和情
感体验，通过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在头脑中形成一种特有
的“境象”。简而言之，古典诗词的意境美不限于作品本身，
而是作品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法刺激读者产生联想和共鸣，达
到言尽意无穷、思无崖的效果。

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在含蓄。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一直以
来崇尚委婉含蓄，忌浅露直白，认为作品必须含蓄委婉，才
能达到意味无穷的效果。《文心雕龙》提出：“隐义以藏
用”；“精义曲隐，无伤其证言，微辞婉晦，不害其 体
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例如杜甫《绝句六首》“江动月移石，溪虚云傍花。鸟栖只
故道，帆过宿谁家。”这首诗虽然描写得简明扼要，但是抒写
“不尽”，留有余味，营造出了含蓄委婉的意境美。“鸟栖
只故道，帆过宿谁家”，看似单纯的写景，其实是在含蓄的
描写中，寄予了微妙深远的联想。把怀念故乡之情和人生的
漂泊感展示得淋漓尽致。再如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
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表
面上看是在咏歌洞庭湖的阔大气象。但诗作的真正的目的并



非在于描绘洞庭湖的浩瀚阔大气象，而是借此希望得到张九
龄的垂青援引，因为通过“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已将
自己不甘寂寞、希望引荐的意图含蓄道出。

苏轼的《蝶恋花》更是充分体现了委婉含蓄的诗意境
界：“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
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
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全词貌似
一幅游春图，但却是表现诗人对人生的深邃思考。暮春的自
然界，花败飘落，柳絮轻飞四散，芳草滋生，表现出诗人的
彷徨迷惑。而“佳人”与“行人”，在词的深远境界中，纯
粹偶然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种种矛盾的思索中产生一种
漂泊的情感，表达出诗人对客观现实中美的眷恋和内心世界
的矛盾苦闷，以及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探索，从而创设了诗
词委婉含蓄的高远境界。

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在动感。我们生活的现实生活是生
生不息，始终处在变化之中，生命之气、精神之韵均在流动
中得以体现。诗词的意境必然要体现出精气神，让读者真正
入境，感受到一种动态的美。

这种动感体现在古典诗词对动词的运用，即将原本静态的事
物活跃起来，例如杜甫“轻燕受风斜”，通过动态描摹，把
燕子风中的飞动轻盈之态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再如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举北宋词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
意闹”和张先的“云破月初花弄影”的实例。还有一种动感，
是通过动静对比或以静衬动来实现。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
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在这首诗里，空山雨后的秋凉，
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流动的声响，浣纱归来的女孩子
们在竹林里的笑声，小渔船缓缓穿过荷花的情态，都和谐完
美地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幅清新秀丽的有声画，又像是一支
恬静优美的抒情曲。“空山”、“明月”、“翠松”、“清
泉”、“浣女”、“渔舟”等清新、明净的暮秋意境，令人



有心胸荡涤之感。整首诗意境优美，展现出一幅流动的画面，
使读者有如身临其境。

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在传神。即让读者在品读诗词中有
一种理性的领悟，明了诗词所蕴藏的哲理，起到自省、警世、
启发、鼓舞的作用。这种诗词不再是赏玩的身外物，而是深
入内心和精神世界的力量和价值。

例如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王之焕《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苏轼 《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朱熹《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诗词。最为典型的是杜甫《登高》
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落叶飘零，无
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奔流不尽的长江，汹涌澎湃，
滚滚奔腾而来。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
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境界之壮阔，对读者的
触动不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让人联想到生命的消逝与有限，
宇宙的无穷与永恒。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
气势。前人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

中国古典诗词带给我们的是耐人寻味的审美趣味，是慰藉人
生的文化滋养，是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芸芸众生，自是不
能都成为诗人、词人，但我们可以从古典诗词中感知诗心，
充实诗意，在面对物欲横流、人生跌宕、艰难困苦时，找到
走向远方的自信与动力。

诗词演讲稿篇三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保护我
们的传统节日》。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时节千家品
粽，万户悬囊，人们纷纷挂艾草、赛龙舟、办诗会。



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
得最广。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因为他不愿意看
到国破家亡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五日，怀抱石块，跳进了
泪罗江。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会自发划着船到江边，
悼念屈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将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呢?

让我们把粽叶轻轻展开，将爱国情包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
的爱国诗人，每到这天人们便把用五色丝线包裹的粽子投到
水中，表达悼念之情。

让我们把粽叶轻轻展开，将文明包入。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作为新时期的少年儿童，我们要传
承中华文明，并将它发扬光大。

同学们，在这个绵延两千年的传统佳节里，让我们把粽叶轻
轻展开，包住所有的感恩与祝福，送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我
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诗词演讲稿篇四

(汉·王充)

千载悠悠，成习俗，天中端午。

逢佳节，粼粼波上，百舟争渡。

万户家中缠米粽，三闾庙外吟君赋。

祭圣贤，忠义荡乾坤，伤君去。

奸当道，谣言布;遭放逐，悲难诉。



叹家亡国破，汨罗归处。

志洁行廉争日月，辞微文约传千古。

子沉江，鹤驾泪淫淫，何其苦。

诗词演讲稿篇五

学了中国古典文学，我感受到诗歌是中国古代最美的文学，
最动人的文学，最擅长抒情的文学。它们深微隐幽，意味渊
永。时而美到极处，又豪放到极处。情调闲雅，怀抱旷怀，
雄放慷慨，动人心魄。细细品味，又是最能让人沉醉心迷的
文字。

宋词的美是需要用真心、用真情去体会的。初读时的惊艳只
是肤浅的直觉，真情的流露才是词的魅力所在。如果说诗凝
练的语言使诗富有哲理，因此直抒胸臆的诗往往不如含义隽
永的诗句脍炙人口的话，那么词则不然，词中的空间足够词
人纵横驰聘，洋洋洒洒道出切身感受。读词的过程实际上是
揣摩词人情感的过程，词的美丽也只有懂词的知词的人才能
感受的出来。

词源于唐代的曲子词，句子有长有短，和乐曲紧密结合在一
起，可以歌唱。由于宋代商业发展、城市繁荣，市民数量不
断增加，够歌唱的词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适应市井娱乐
生活的需要，而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很尖锐，句子
长短不齐的词也更便于抒发人们忧国忧民的思想，因此便逐
渐兴盛起来，取代诗而成为文学的主流。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
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统治者
御用工具和玩具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人欣赏而一跃
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
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



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
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

宋词不同于一般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善于将抒情与写实
景完美结合。在唐五代小令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长
调，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中，是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
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过唐诗。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
微妙而又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而隐幽的情
感，常以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寄托政治上的感慨，感人至深。
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宋词虽然沿袭着唐五代的传统
以抒发情感、灵性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
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
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所以使宋词风格在婉约和豪
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髙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等
多种风格。

宋代的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它的姹紫嫣红、千姿百
态的丰神，与唐诗争奇。它如行云流水，临风伴月，最擅抒
情。写艳情而不纤佻，写富贵而不卑俗。宋词虽然风格众多，
但大体上可分为豪放派和婉约派。豪放派的词，潇洒超脱，
高远清雄。犹如沙场的英雄，一腔热血，又有恢弘的刚健的
气魄。婉约派的词，犹如淅淅沥沥的杏花春雨，美得令人屏
声静气。它典雅精工，情景交融，曲尽情态。

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放
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细品苏轼的词，一首首皆是
一粒粒珍珠，随便拾起一粒，都光彩照人。山川胜迹、农舍
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除
了风月柔情，他也把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也把词转化成了言志抒怀的工具。

内容的大起大落，横绝古今。古往与今来，哲理与人生，贯
穿在他壮丽恢弘的辞藻之中。高起然后低徊，平稳过渡后激
昂慷慨至极，雄风浩荡。品读他的词，是感受热烈奔放风格，



是念出短促有力的音律，又是思考沉郁过后，复归于沉静的
思考。

在词坛上，以婉约著名的要数那突破束缚的一代杰出的女词
人：李清照。

她用委婉细腻的笔触，和女性特有的心灵感受，为我们展现
了一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可爱少女。清新明丽的
语言凝练优美，谁都能读出她笔下那妩媚婀娜少女的含羞多
情。

她以婉约隽秀的语言，大胆的抒发对丈夫的真挚爱情。《一
剪梅》中，花与水的比喻，请随景生，情景交融，似不经意
又无脂粉气。“云中谁寄锦书来”，又以大雁传书的浪漫吐
露相思之苦。“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更是言有尽而意无
穷。辞藻清新生动，意美音佳，蕴藉而含蓄。

南渡以后，国破，家亡！让这个曾经幸福的闺秀为颠沛流离
的孤苦生活而愁。她“寻寻觅觅”又无所寄托的失落感，只
有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自伤心。“雁
过也，正伤心”，又是旧时相识的大雁飞过，可丈夫已死，
这锦书以无处可寄。想想，只有“伤心”。她触景生情，悲
秋自怜：“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菊花
盛开，而自己已由于忧伤愁苦而憔悴瘦损，无心摘花，尽是
难罢难休得相思！

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得叠词，急促的节奏，凄婉的情调，把亡
国之恨，丧夫之哀凝集心头，描绘的淋漓尽致。让我们不由
得伤感起来。和着泪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声声慢》，是她用
最凄美细腻的笔触描绘的她晚年的心境：怎一个愁字了得！

品味李清照的词，清如水，纯如酒！

这就是宋词的美丽，美在词人满腔爱国热血，美在词人脉脉



儿女情长。千年风霜纵是无情，但词人的感情在千年后却依
旧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