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圆明园演讲稿(优质9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演讲的直
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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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明园演讲稿篇一

今天，我们上了思品课《不能忘记的屈辱》，主要讲述了英
法侵略者抢夺圆明园、焚烧圆明园，揭露侵略者残酷的行为，
让身为中国人的我们愤恨，也提醒我们历史不可忘。课后，
我仍愤愤不平。

俗话说得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晚上，我靠在床上，窗
外柔和的月光静静地照在了我的身上，让我进入了甜美的梦
乡。

突然，我眼前出现了一道亮光，映入我眼帘的是似曾熟悉的
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书本上看
到的那一片废墟和残骸，经过中国人的努力修复和高科技帮
助，已被重建成了令人惊叹的更美的花园了。

瞧！这不就是西湖的三潭印月吗？这美景让人忘记了疲劳和
忧愁，顿时沉浸在一片身心愉悦之中。深深呼吸一下，清新
的空气让人感到万般舒心。中央的花坛散发出的浓郁的芳香，
让人沉醉在迷人的香气中了。真是令人流连忘返，仿佛到了
人间仙境。

我来到了位于圆明园中央的“万层高塔”的顶层，这眼前的
一片美景尽收眼底，让人眼花缭乱，心旷神怡。

一阵清脆的零声把我从美梦中惊醒了，我坐立起身子，不禁



感叹：侵略者的残酷暴行令人深恶痛绝，过去的屈辱不能磨
灭。作为新世纪的小学生，我们更应该自强不息！

圆明园演讲稿篇二

你是东方文化的一朵艳丽的奇葩；你是深蓝苍穹中的一颗璀
璨的启明星；你是闻名世界的博物馆、艺术馆；你是古代人
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但是，你的光辉没有维持多久：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
军闯入你的体内，要用大火了结你的生命！熊熊的大火无情
地摧残了你的躯体，吞噬了你的灵魂；他们抢走了你心爱的
珍宝，砸碎了你坚硬的骨干；你渴望着你的守护神来挽救你
的生命。你错了，你的“守护神”早在强盗来时就逃之夭夭
了！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啊？你忍受着剧烈的
伤痛，压抑着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咬牙挺着，可你还是失败
了。你如一颗巨星，光辉地陨落了。

如今，你依旧沉睡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而人们商量着要重
建一个你．

我想，也许沉默，才应该是人们最好的表达．因为透过你，
人们会想起那不堪回首的往事，会永远铭记：落后就要挨打！

一切如故，只有你那残损的躯壳在风中沉睡……

你听到我的哭泣了吗？

圆明园演讲稿篇三

圆明园，你的.伤势还好吗？



在1860年。这一个厄运重重的一年里，英吉利和法兰西这两
个强盗，见到你，你的美丽和饰品吸引了他们，他们掠夺你
所有宝贵的饰品。不仅如此，他们还用火，大火烧了三天三
夜啊！从此，你失去了往日的美丽，他们在你的脸上留下了
深深的刀疤，你从此消失，留下的就剩灰烬了！

这一幕，我们整个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看到了这一幕，
太令人气愤了！不过，你同时教会了我们一个道理：落后就
要挨打，一定要发展，兴旺，富强，才不会受到别国的欺凌，
侮辱，我们要抬起头来！你用你的行为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
课。让中国人民清醒过来吧！也许，你再也挽不回来了，但
你原先的美丽和生动的一课，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留在
心里。你不仅是我们中国引以为傲的艺术珍品！更是一位令
人敬爱的“老师”！

此致

敬礼！

一个中国人：陈鹏

20xx年9月18日

圆明园演讲稿篇四

读了《圆明园的'毁灭》这篇课文，我感慨万千，内心无比的
愤怒。

从1840通商战争起，中国屡屡遭到外国列强的侵略。圆明园
是我国著名的皇家园林。它建于盛世，毁于落后、毁于腐败
无能。

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通商战争”。这两个强盗
从天津攻入北京，到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把圆明园



洗劫一空后，为了掩盖罪行又烧毁了圆明园。大火烧了三天
三夜，惨烈的程度使人目不忍睹。

探究圆明园毁灭的原因，我认为，这都是清政府腐败无能的
结果。圆明园虽然被焚毁了，但那辉煌的园林和难忘的国耻，
却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以后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略
中国的战争”，中国几乎是屡战屡败。1931年日本帝国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几乎占领了大半
个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有人欺负我们，这是旧中国
的写照。

今天，中国人站起来了！全世界所有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
国参加，就显得毫无意义。

我们是祖国的栋梁，祖国的花朵……

因此，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
祖国。

圆明园演讲稿篇五

今天是开心的一天，因为妈妈要带我去北京圆明园游玩。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46年。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
1860年，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现仅
存遗址。

一进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大片荷花池，荷叶密密麻
麻的挨在一起。 荷花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却早就绽放了，
露出了嫩黄色的小花芯，真美啊！妈妈告诉我：“圆明园的
这些荷花都被历史学家认证为千年古荷，它们都跟圆明园历
史。说完，拿出照相机，留下了这美丽的`景象。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来得及看更多的景物，但这一点足以
让我们知道圆明园当时的美丽与豪华了！

圆明园演讲稿篇六

在地图中的广阔疆域上通过镜头的拉近让北京一点点成为画
面的中心，随即切入一匹匹奔腾的战马，向我们讲述公
元1644一个北方民族的故事，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国—清，
这个圆明园的主宰！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罗马传教士—朗士
宁，在中国50年的经历，见证的圆明园的兴衰变迁。只能故
事他的一封封书信一点点记录给了我们回顾着段历史的依据。
本片便是以一个外国人的经历为主题进行讲述的，这种手法
在观众的眼中真实生动而吸引我们，不仅仅了解圆明园，更
了解的这段历史，这个帝国，以及这个帝国背后的故事！

这个故事便丛他第一天冲忙的进宫开始了。这是以一个外国
人口吻叙述开始的，画面与这种声音相协调一致，几个演员
出现在荧幕里，那一切真实的出现了，仿佛就在昨天！通过
外国人的口吻提出问题，随即切入旁白，对有关圆明园的问
题进行回答，这些问题往往也是围绕在我们心中的种种问题。
郎士宁的经历是那么戏剧性，是许与圆明园无关，可是这却
暗含着明园内在的变迁，康熙的爱好天文，宠爱小孩，投其
所好进入皇宫。康熙，一个独一无二的皇帝，在数学和天文
学方面有着极大的成就，他对科学的态度在古代帝王中绝无
仅有。牡丹园主孙三带的相会，影响了清帝国一个多实际的
历史。这个园林就和大清帝国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雍正即位，对圆明园进行扩建，圆明园的设计既蕴涵着中国
传统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审美情趣，又处处铭刻着总设计师
雍正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圆明园的尽管来自中国南方迷人的
自然风景和在先中国诗歌与绘画中的意境。这些图纸在现在
看来已经不能成为现实，而这样一个建筑世家创造了这样的
奇迹，一个雷姓的家族。今天我门只能从这些图纸来想象当
年皇家原来内的建筑盛况。雍正将圆明园建成了一个帝国的



缩影，充满了帝国象征。每座宫殿都有着他不同的含义，建
造因为是独特，这些也反映出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一幅幅图
象是圆明园真实的写照！

乾隆刚刚即位就下令扩建圆明园，扩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圆
明园的东面，扩建工程持续了9年！灿若白玉的台阶依水而建，
碧辉煌的宫阙凭水而立，乾隆将东海的龙宫移到圆明园，雍
正时期宫殿的外观都比较朴素，而在乾隆心中，不管是人间
还是仙境，所有的美丽和奇迹他都应该拥有，圆明园越来越
豪华，圆明园追求的和谐境界正在丧失。圆明园中有一个小
城，太监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繁荣角色，集市上货物琳琅满目，
丝绸，瓷器，古董。影片通过演员的表演将这一幕搬上了荧
屏，着一切真实的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中国式在欧洲成了时
尚的代表。在圆明园建造西洋建筑，用动物12生肖来代替西
洋的人体喷泉。通过电脑特技将圆明园的景色重现，一切是
那么真实，美丽！罗马式立柱，巴洛克式拱门，勒洛特式的
植物造型，五彩斑斓的琉璃瓦，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可以和
欧洲任何一座园林媲美。然而在乾隆时期，制度僵化，政治
腐败，闭关锁国，使大清在鼎盛的外表下，潜藏着巨大的忧
患和灾难！只忙着建筑园林的皇帝不知道，世界以及功能变
了，当乾隆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业时，以科学为先驱的西方
文明蒸蒸日上！西方列强开始了依次有一次的侵入中国，大
清帝国陷入风雨摇曳之中，有一个历史的口吻向我们讲述这
个故事！

圆明园演讲稿篇七

暑假，我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北京，看到了祖国地首都北
京。雄伟地长城;故官;可我最喜欢的是圆明园。

过了几天，我们登上了雄伟的万里长城，俗话说;不登长城非
好汉，我们尽量地爬。爬了很久，终于胜利了。

走进美丽地圆明园，像走到海的世界。来到荷中央，荷花开



满了，花了好看极了。像一群群的听话的小孩一排排站着，
我仿佛变成一朵荷花飘扬在荷中央。我赞叹着，好美啊。爸
爸妈妈叫我了一声，我才回过神来。

再走进圆明园的遗址。我大大的赞叹，都么雄伟的建筑啊，
只可惜被烧毁了，我一定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相互贡献，
我赶紧用照相机拍摄下来。

啊;美丽地圆明园。

过了几天，我们依依不舍离开北京

搭搭搭，我被闹钟叫醒了。

我想长大后去北京玩一下，带上爸爸妈妈。

圆明园演讲稿篇八

老师告诉我们，圆明园是一个观鸟圣地。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每次靠近圆明园时，我都会听见鸟儿在鸣叫。可是观鸟圣地
也有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冷！

出了教室，我带着心中的激动，幻想着这次观察到的鸟儿会
是怎样一种飞兽，可是没走几步，心中的野火便被寒风吹得
一点儿也不剩，心中只剩下一个字——冷！

圆明园很近，所以我们以步行为交通方式。走路的时候还好，
可糟糕的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以个人为单位，杵在坚硬的石
子路上，光秃秃的树在一旁摇摇欲坠，寒风不理睬我们，继
续它的“寒风进行曲”，心中原本对此行充满期待的念头，
早已不翼而飞，心中孤零零地立着一个字——冷！

到达圆明园内，开始观鸟时，我心中稍稍好受了一点，“至
少我们不会空手而归。”我抱着最后一点希望，端起望远镜。



不过一会儿，我左脚突然一震，整个人被拽着似的向左倾去，
我在最后一刻把右脚往后撤去，为了避免尴尬，我装作系鞋
带的样子，才发现双手早已被冻麻木了。原先对于这次活动
的艰苦充满信心的我已经逃掉，取而代之的则是那个瑟瑟发
抖，拥有麻木之手的我！

回去时，浑身上下全部成功冻僵的我如同被推着一样，一点
力气都没有。到燕东园时，老师说：“解散。有事的同学可
以回去了。”在老师说完两个字之后，我便再次释放洪荒之
力，冲回教室。

这个“冷”，可不同于平常，以至于现在浑身上下都是鸡皮
疙瘩。所以我要给同学们提一个意见：每次出去，带一瓶开
水！

圆明园演讲稿篇九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应该很少人不知道随笔吧？
随笔的创作非常随意，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不需要华丽的
辞藻，没有严密的结构，随心写。想看看大家都在写什么样
的随笔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写圆明园游记随笔:万园
之园圆明园，欢迎阅读与收藏。

又是一个晴朗朗的下午。

这么美的天气如果不出去走走便觉得辜负了它，于是约三五
好友一起去往圆明园。

圆明园，是清朝一座大型皇家宫苑，与颐和园毗邻，始建
于1709年，最初是康熙帝给皇四子胤禛的赐园；1722年，雍
正即位以后，拓展原赐园，并在园南增建了正大光明殿和勤
政殿以及内阁、六部、军机处诸值房；乾隆帝在位期间除对
圆明园进行局部增建、改建之外，还在紧东邻新建了长春园，



在东南邻并入了万春园，圆明三园的格局基本形成，所以又
称为圆明三园、夏宫。

期间还有许多小园，分布在东、西、南三面，众星拱月般环
绕周围。园中面积340多公顷，建筑面积达20万平方米，一百
五十余景，体现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之精华，乾隆皇帝说它：
“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而且在世
界园林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其盛名传至欧洲，被誉
为“万园之园”。

三年前的夏天，我带儿子来过。夏天的圆明园最美的是荷花，
大片大片的荷花挨挨挤挤，望不到边。此时已是初冬时节，
昔日无穷碧的接天莲叶已化作满园的残荷，园林工人正在池
中割剪清理。

相较夏荷而言，我更喜欢冬日的残荷，说不清楚为什么，或
许是受艺术家笔下的残荷风韵所影响吧。

静静地伫立水边，那冷峭的水中，历经过夏日绚烂的残荷此
时定格在一派萧索的湖面，你看那枯枝萎叶，残得那么彻底
那么决绝，那么冷寂却又那么高贵，只剩下历经岁月后的宁
静和慈悲。空空的莲蓬横躺在水面上，在走向凋零的过程中，
它们已将新的`生命孕育在了湖底。明年，当春风吹过，一片
绚烂的生命又将装点这个美丽的世界。

随着残荷的退出，芦苇盛装登场了。

你看，湛蓝湛蓝的天空下，整片整片的芦苇展现在我们的眼
前，瘦瘦的筋骨，洁白的苇絮，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绽放
在这片古老的园子里。

人不就像这芦苇吗，看起来脆弱，骨子里坚韧。法国哲学家
帕斯卡尔说：“思想形成人的伟大。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
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人因思



想而伟大，愿每个人都能成为一根能思想的芦苇。

然后在1860年10月的那一天，日月无光，“两个强盗走进圆
明园，一个抢了东西，另一个放了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
强盗，一个叫法兰西，而另一个就是英吉利。”感谢雨果，
将真正的历史昭告天下。

不知是因为风越来越大，还是在废墟前伫立了太久，只觉得
浑身发冷，冷到骨子里。看着他们在废墟前拍照，我默默转
身离开这片百年残石。

幸运的是，在去往长春园的路上，我们有幸看到常年栖息在
这里的黑天鹅一家，他们正在湖边觅食。乌黑光亮的羽毛，
强壮有力的翅膀，灵巧的脚蹼，红色的嘴巴，修长的脖颈，
映照在霞光湖影里，含羞、低首、呢喃……雍容的天鹅更显
得圣洁而高贵。

长春园返回的路上，有一只肥胖的猫一直淡定的蹲在路边，
憨态可掬宠辱不惊。

“为什么老蹲在这里啊，多冷啊？”我喃喃自语。

“在等游人给吃的呗。”陈同学搭话。

“我们啥吃的也没带啊。”我有点沮丧。

“那你给他几块钱吧！”一行人瞬时被陈同学的妙语雷倒笑
喷。

笑声穿透初冬的寒冷，随着风在这座古老的园子里跳起了芭
蕾。

夕阳下，天、地、人、湖水、芦苇、天鹅、猫、万物生灵融
合在一起，成为一幅完整而和谐的画面。



就这样无限地静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