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 如何
写好演讲稿的主体及(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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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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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篇一

主体当然是演讲的重点。它既要紧承开场白，又要内容充实、
主旨鲜明，呵护逻辑逐层展开论述，而且还有设置好演讲高
潮，使听众产生心理共鸣。

演讲稿就要只讲一个中心

为了让我们的演讲稿主题鲜明突出，演讲稿就要只讲一个中
心。一般来说，一篇演讲稿中只会安排一个中心，不能搞多
个中心，因为多个中心给听众的感觉就是没有中心。只有一
个中心，才能使演讲的主题鲜明突出，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演讲中，观点不在于多，而在于你是否能把这个观点阐述得
充分明白，让听众能够了解并能欣然接受。

在演讲中，演讲者只能引导听众接受观点，却不能强迫听众
接受观点，所以必须靠演讲内容的丰富、精彩，来吸引打动
听众。在演讲中空谈道理是没有说服力的，“事实胜于雄
辩”，永远是真理。

层次清晰

演讲稿层次的安排要注意通篇格局，统筹安排，给人以整体
感；要主次分明，详略得当，给人以稳定感；还要过渡自然，
给人一匀称感；同时，要有一种明朗感，毕竟是讲给人听的，



转瞬即逝，因此结构层次不能太复杂了。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篇二

演讲稿一般分为引言、主体和结束语三部分。

1.开门见山。

开门见山，就是直接提示演讲的中心，不计　多余的话，一
般学术性演讲，常用这种办法。如黑格尔《美学》演讲的开
头。这样的开头，使听众一听就知道演讲的中心是什么，注
意力马上就集中在演讲上。

2.交代背景，说明演讲的目的和原因。例如孙中山《在东京
留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这是孙中山19xx年在东京留学生
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这个开头说明了这次常说的背景、起因，
使听众了解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讲的。

3.提示内容，对演讲主体做扼要介绍。例如爱因斯坦《悼念
玛丽·居里》的开头，这个开头对演讲的内容加以扼要介绍，
使听众明确要讲的都是些什么问题，重点是什么。

4.从日常生活或切身体会入题。例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
《我也是义和团》的开头，这样的开头是借助某事件、某一
比喻、个人的或一段笑话，唤起听众的注意，同时使它成为
与题目有关的媒介，或与演讲的主要内容衔接起来的因素。

5.用提问激发听众的思考。例如老舍《文学创作和语言——
在作协湖南分会办的文学讲座上的报告》的开头，这个开头，
连续三次发问，然后加以解答，不仅使听众产生兴趣，而且
迫使听众同演讲者一道动脑筋思考，把注意力集中到演讲上
来。



6.引用名言、警句概括演讲内容。例如左英《生命之树常青》
的开头，这个开头引用了歌德的名言，对演讲的内容起到提
纲契领的作用，并能引起读者的思考。

有所变异。每一次演讲都应有特色，都应有独一无二的开场
白诙谐幽默的开场，能让大家会心一笑，放松整个现场的氛
围。谐语幽默开场，可根据不同的现场、不同的听众来选择
相应的方式。

不好意思，各位，你们来错地方了，今天的演讲取消了;我想
我们并不需要什么演讲，我们需要的是真心的沟通，那么，
我们今天真心的沟通就开始了。(一上场就跟听众讲今天的演
讲取消了，所有人都会非常惊讶，然后想到底怎么回事?此时
听众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到了演讲者的身上，然后演讲者开
始说：“我们今天真心的沟通就开始了。”接下去就开始演
讲，这种方式的好处就是能迅速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我姓胡，所以我接下来说的是胡言，各位不可当真(非正式场
合发言前声明)我姓古，今天是晚上，天上有那么一点月光，
与我和在一起就成了胡了，所以我说的可能是胡言乱语，各
位不可计较呀!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篇三

近期，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组织开展了一次企业主体责任落
实情况专项检查，结果不容乐观：一是企业对落实自身主体
责任认识不到位。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观念淡薄，存在重发
展轻安全现象，甚至有些企业老板认为及时整改隐患是在支
持安监部门的工作。

二是企业安全生产组织机构不健全，责任不明确。有些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都是身兼数职，不能把
全部精力用于安全生产工作。



三是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与企业实际不符。
有的干脆从网上随意下载一些制度应付了事，针对性不强，
可操作性差。

四是安全投入不到位。尤其是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连
正常的生产经营都无法保证，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加上工艺
落后、设备陈旧，致使企业存在众多安全隐患。

五是隐患整改不及时、不彻底。企业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
活动开展不力，存在应付心理，对安监部门和其他安全监管
部门排查出的隐患整改不及时，措施不到位，导致隐患长期
存在。

六是应急救援管理不到位。这点在部分中小企业表现的尤其
明显，缺乏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应急演练针对性不强，现
场作业人员应急培训不到位，一旦发生突发事故，后果不堪
设想。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企业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促使他们尽快
转变认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牢固树立安全观念，
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责任不落实、隐患整改不到位企业的执法
力度。综合采取隐患曝光、从严从重处罚、停产停业整顿、
领导约谈、列入“黑名单”、关闭取缔等措施，督促企业认
真落实主体责任。对企业存在的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安全隐
患实行“零容忍”，一经发现，坚决采取“四个一
律”、“三个一批”和依法停产、停建、停电、关停、取缔
等强制执法措施，从严查处、严厉打击。

三是切实加大企业“关、停、并、转”力度。各级政府要先
定决心，对存有重大安全风险、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长期
处于停产状态或者即将倒闭的“僵尸”企业，一律尽快关闭，



依法吊销企业相关证照，并向社会公告。

当然，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任重道远，不能一蹴而就，
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仅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切实加强安全
监管，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和大力支持。只有充分整
合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资源，群策群力，才能真正打好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这一攻坚战。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篇四

所谓讲题，就是演讲的中心话题。演讲稿的撰写必须在一个
有社会或科学价值、有现实意义或学术意义的特定问题中展
开，否则，将是无的放矢。

演讲者总是根据演讲的性质、目的来确定选题的。若被邀请
作学术演讲，就应该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自己掌握的
最新的学术信息，这样的话题才最具学术性。如果是在思想
教育性的演讲活动上作演讲，就应该针对现实中最新鲜的现
象和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发表见解。就连竞选演说和就职演说，
也要能把握住听众的理想和愿望来选题。

材料是演讲稿的血肉，所以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在演讲稿的写
作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要围绕主题筛选材料。主题是演讲稿的思想观点，是演
讲的宗旨所在。材料是主题形成的基础，又是表现主题的支
柱。演讲稿的思想观点必须靠材料来支撑，材料必须能充分
地表现主题，有力地支持主题。所以，凡是能充分说明、突
出、烘托主题的材料就应选用，否则就舍弃，要做到材料与
观点的统一。另外，还要选择那些新颖的、典型的、真实的
材料，使主题表现得更深刻、更有力。

其次，材料的选择还要考虑到听众的情况。听众的政治素质、
社会地位、文化教养，以及心理需求等，都对演讲有制约作



用。因而，选用的材料要尽量贴近听众的生活，这样，不仅
容易使他们心领神会，而且听起来也会饶有兴味。一般而言，
对青少年的演讲应形象有趣，寓理于事，举例要尽量选择他
们所崇拜的人和有轰动效应的事；对工人、农民的演讲，要
生动风趣、通俗浅显，尽可能列举他们周围的人和发生在他
们中间的事作例子。而对知识分子的演讲，使用材料则必须
讲究文化层次。

演讲稿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犹如戏剧开头的“镇场”，
在全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这种开头不绕弯子，直奔主题，开宗明义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如1941年李卜克内西《在德国国会上反对军事拨款的声明》
开头就说：“我投票反对这项提案，理由如下：”。

开头的方法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无论采用什么形
式的开头，都要做到先声夺人，富于吸引力。

演讲稿的主体，要层层展开，步步推向高潮。所谓高潮，即
演讲中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段落。在主体部分的行文上，
要在理论上一步步说服听众，在内容上一步步吸引听众，在
感情上一步步感染听众。要精心安排结构层次，层层深入，
环环相扣，水到渠成地推向高潮。

并列式就是围绕演讲稿的中心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
进行表现，其结构形态呈放射状四面展开，宛若车轮之轴与
其辐条。而每一侧面都直接面向中心论点，证明中心论点。

即从表面、浅层入手，采取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方法，最
终揭示深刻的主题，犹如层层剥笋。用这种方法来安排演讲
稿的结构层次，能使事物得到由表及里的深入阐述和证明。

这种结构，或是在并列中包含递进，或是在递进中包含并列。
一些纵横捭阖、气势雄伟的演讲稿常采用这种方式。



演讲稿的结尾，是主体内容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尾或归纳、
或升华、或希望、或号召，方式很多。好的结尾应收拢全篇，
卒章显志，干脆利落，简洁有力，切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演讲稿的主体部分包括哪几个部分篇五

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
动。

1、内容上的现实性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的观点和态度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听
者对讲话者的观点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3、特定情景性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的
目的、情绪，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的
情景，演讲稿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语言、结构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
上做到生动感人。

演讲稿的结构。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开场白、正文、结尾
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分。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
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的成功打下基础。常用的开场
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出问题等。不论哪种开场白，
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的主体。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
次、有中心语句。由于演讲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
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
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收束。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结尾的方
法有归纳法、引文法、反问法等。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
中心思想，总结强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用名言警句，
升华主题、留下思考；反问法是以问句引发听众思考和对演
讲者观点的认同。

演讲稿的结尾也可以用感谢、展望、鼓舞等语句作结，使演
讲能自然收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放飞理想，定位成功》。

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有只狮子不停地
奔跑，但是前方却没有猎物。有人问它为什么要奔跑，狮子
说：“我只有跑得比猎物快，才能获得食物。”同样，一只
小鹿也在独自奔跑。有人问它为什么奔跑，小鹿说：“我只
有跑得比其他鹿快才能不被吃掉。”这则故事告诉我们：不
论你是强者还是弱者，只有明确了目标，不断地努力，超越
他人，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发展。今天社会的发展可以说
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这样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需要有超
前的计划，明确的目标，并为之拼搏，远大的理想才能最终
实现。成功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

托尔斯泰将人生的理想分成：一辈子的理想，一个阶段的理
想，一年的理想，一个月的理想，甚至一天、一小时、一分
钟的理想。当你听到这里，同学们，你是否想到了自己的理
想？或许你曾经有过远大的理想，或者制定过明确的目标。
也曾为之奋斗，但因为自己的懒惰、脆弱的意志，而曾经许
下的凌云壮志早已化为烟云。有一位哲人说过：“梦里走了
许多路，醒来还是在床上。”它形象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人不能躺在梦幻式的理想中生活。



可是在我们身边是否有躺在梦幻式理想中同学呢？有的同学，
上课时沉醉于手上的小玩意儿；有的同学，回家后沉醉于嘻
戏玩耍，忘记了还有那未完成的作业。他们把自己的蓝图构
画得再美好，再完善也只是空中楼阁，只能在梦里找到慰藉。

同学们！当我们从走进学校大门的那一瞬间起，我们肩负着
父母的期盼，老师的希望，社会的期待，期待我们通过学习
生活去实现自己理想，成为一个自立的，有作为的人。美好
的生活一定离不开你明确的人生目标，坚定的意志，踏实的
作风。

也许我们面前会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坎坷和困难，这就更需要
我们用艰辛的汗水去冲散痛苦，用坚强的信念铺就一条通往
理想的大道。树立了远大理想唯有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
才能换取成功。

最后让我们像前面故事中“狮子”“小鹿”那样，为了自己
的成功不停地奔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