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白古诗演讲稿(优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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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古诗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我是群立小学五年级二班的王全淦。今天，我很荣
幸能站在这里为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题目是“鲜血铸就
的幸福”。

站在余姚这充满温暖的幸福土地上，望着这曾经洒满革命英
雄热血的土地，我，想起了他们，令我永远铭记于心的革命
英雄们！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要数刘志丹同志和黄明同志，
因此，我想把他们作为我这次演讲的主人公。

刘志丹同志，1903年冬出生于陕西保安县，在青少年时期目
睹了民不聊生的凄惨景像。于是，他想改变社会，复兴中华。
通过努力，他考进了黄埔军校。1926年毕业了，然后随军出
征，他多次带领革命战士与敌人发起斗争，屡战屡胜，并联
合老百姓们打土壕，分土地。

之后，他带领着部队又在三交镇与敌人展开斗争，与敌军从
清晨对战到下午，由于敌众我寡，他在亲自上战场指挥战斗
时，他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左胸，伤到了心脏，在牺牲
前他含着最后一口气，大声朝战友们说：“兄弟们，一定要
把三交镇给拿下来…”话落，刘志丹同志倒下了。

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刘志丹同志放心不下的仍是“三交镇”，
他这种伟大的奉献精神，不禁让我热泪盈眶，视线模糊中，



又让我不得不想起与他一样，同样令人钦佩的伟大英雄，那
就是革命战士黄明同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明同志
的故事吧！

黄明原名金达，家住余姚市南面15公里处的一个金岙村。由
于，在一次掩护地下党组织撤退中，不幸被捕，被关在了梁
弄监狱，小小的牢房竟关了50多个人，房内破棉被散发着浓
重的霉气，粪便桶发出阵阵恶臭，大伙连睡觉都要轮流，黄
明既要在恶劣环境下生活，又要对付敌人，还联合难友们制
订了一个秘密越狱计划。

一次，四明山党组织指导梁弄地下党与黄明配合行动，黄明
组织难友们用筷子把浸湿的报纸塞进墙缝以减少干灰浆的粘
性，把石块挖出来，白天用棉被堵住洞口伪装现场，晚上在
部分难友的掩护下继续干，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不料敌人突
然查牢，洞口暴露，黄明毅然挤在了难友们的前面，并承认
是他主使的，敌人气的当场将黄明吊在了房梁上，对他一阵
严刑拷打后发现黄明仍未说出一句话，于是，敌人决定利用
黄明来一个“猎鹰”行动，将地下党们一网打尽。

敌人唯恐会有批漏，在一个小小的梁弄，竟调集了一个特务
营，一个保警中队，县自卫大队，还有绥靖指挥部的警卫班
等兵力。

行刑那天，黄明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的百姓们，当在一个偏僻
角落发现一个熟悉的战友时，他竟不顾一切大声喊着：“有
埋伏，不用管我，快走……”地下党们听到了，迅速撤离，
在敌人们眼皮底下溜了，敌人气的当场开枪打死了他，革命
英雄——黄明同志！

一个刘志丹倒下了，一个黄明倒下了，可千千万万个像刘志
丹、黄明这样的英雄前仆后继的冲上来，是他们用鲜血铸就
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为了我们奉献出了一切。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李白古诗演讲稿篇二

李白，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隋朝末年，全
家迁到西域的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北部)，李白就
出生在那里。五岁那年，他又随父亲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
油)青莲乡，所以他又号青莲居士。

李白少年时便显露才华，“十岁通诗书”，“十五好剑术”，
“三十成文章(三十岁时以诗文知名天下)”。二十五岁那年，
李白离开四川，顺长江东下，先到达江陵，拜访了一位八十
高龄的道士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曾受到武则天和睿宗、玄宗
三朝皇帝的接见，在当时名气很大。司马承祯见了李白，对
他大为赞赏。李白很高兴，回去后就写了篇《大鹏赋》，把
自己比作气概抱负不凡的大鹏。《大鹏赋》很快传开，李白
的名气也更大了。公元734年，李白到了襄阳，拜见了荆州刺
史韩朝宗。韩朝宗因喜欢奖掖提拔人才而闻名，所以当时流
传着这样一句话：“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韩朝宗对李白自然是称赏备至，而李白写的自我推荐信《与
韩荆州书》也成了一篇著名的散文佳作。

名满四海的李白，在公元742年(天宝元年)终于奉诏来到京都
长安。当时任秘书少监的老诗人贺知章得知李白到了长安，
亲自到旅舍去看望李白。他读了李白大约在十年前写的《蜀
道难》后，赞叹道：“这是一个从天上贬谪下来的仙人
啊！”从此“谪仙”这个称号不胫而走，李白也被人们称
作“谪仙”、“诗仙”。

李白进宫后，唐玄宗很高兴，封他为翰林供奉。据说，唐玄
宗当时曾亲自走下台阶迎接李白，还亲手为李白调制羹汤。
出于信任，他还让李白参加了起草诏书的工作。

唐玄宗对李白，只是希望他成为一个宫廷诗人，为太平盛世



作些诗文点缀。但李白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初进宫廷时，
他对政治了解不多，因此奉命写了不少歌颂升平的诗，不久
他的思想就起了变化。天宝年间，朝廷政治已由盛转衰，唐
玄宗也由一代明君渐渐蜕变为庸主。朝廷中的有识之士都在
担忧时政，担心发生变乱。李白对此是有认识的。

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的个性也是十分狂放的。
他又特别喜好饮酒，常喝得酩酊大醉。杜甫曾在一首诗中这
样描述他：“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个性使他很难被朝中的
权贵们所容忍。据说，他先得罪了唐玄宗最信任的太监高力
士。高力士又故意歪曲他写的诗《清平调》，使杨贵妃对他
也心生忌恨。最后连唐玄宗也疏远他了。

可是李白的个性使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
颜！”这时他最向往的，还是他以前云游天下的自由生活。
于是李白向唐玄宗上书请求离京。公元745年，他的请求被批
准，他离开长安，又开始了漫游山水间的生活。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洛阳、长安先后沦入乱军之手，
唐玄宗仓皇逃向四川，唐肃宗在灵武即位。逃难途中，唐玄
宗又任命他的第十六子永王李为江陵大都督，要永王招兵马
抵抗叛军南下。

那时李白正避乱隐居在庐山。永王东下经过浔阳，得知李白
在此便派人请他参加自己的幕府。出于一片爱国心，李白立
刻答应了，并一连写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赞扬永王。

可是唐肃宗并不信任永王，认为他出师东巡是割据江南，便
调动兵力准备消灭永王。永王大怒，也发兵进攻。这样他便
成了叛逆，将士们纷纷脱离，永王最终兵败自杀。李白也
因“附逆”(附靠叛逆之臣)被判死刑。多亏郭子仪等人相救，
李白被改判流放夜郎(治所在今贵州正安西北)。还没到夜郎，
朝廷宣布大赦，李白得以返回四川。



李白的晚年是在安徽当涂度过的，他的族叔李阳冰在那儿做
县令。唐代宗即位后，下诏拜李白为左拾遗。但诏书还没到，
李白已离开了人世，那一年他六十二岁。至今当地还留有李
白的衣冠冢和纪念堂。李白现存的诗有一千多首，其中很大
一部分是他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这些诗经过他的夸张的
描绘，想象奇特的渲染，显得大气磅礴，出神入化。他还写
了不少反映人民生活、抨击黑暗政治的诗。他善于从民歌、
神话中吸取营养和素材，经过他的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使他
的作品具有雄奇豪放的风格、瑰丽绚烂的色彩。他被认为是
自屈原以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创作是中国浪漫主
义诗歌的新高峰。不少作品，如《蜀道难》《静夜思》《早
发白帝城》等，已成为千古传诵的佳作。

李白古诗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这斗志昂扬的歌声
在莘莘学子心中荡气回肠；“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
火车。”这家喻户晓的句子在黎民百姓口中经久不衰。

我们小区有一位热心的“活雷锋”——张大爷。他个子不高，
平头，两鬓斑白，总爱带个收音机，在暖阳下晒太阳。平时
街坊邻里有困难他都要去帮帮忙。

张大爷不但乐于助人，而且生活节俭，每月只能依靠补助维
持生活。但他却在短短的几年里面，用平时积攒的钱，支助
了6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几乎每周的星期六、星期天，张
大爷都去山里看望那些孩子们，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文具、
书等。孩子们见了他，都用稚嫩的语言，喊着：“张爷爷，
张爷爷……”张大爷也用亲切的语言说着：“好孩子，你们
是祖国的未来啊！”沙哑的声音中，带着一些沧桑。“孩子
们啊，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报
效党啊！”张大爷的声音仿佛是一盏明灯，支持着山区的孩



子。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
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
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坚守着你生活的岗位……请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用爱心、
双手、善良去创造一个春天般的世界吧！让我们树起时代的
桅杆，鼓起理想的风帆，在人生的航道上乘风破浪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李白古诗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脸上布着淡淡的忧伤，你说你对亲情绝
望，对友谊恐慌，他们伤害了你，所以你想逃避，你不再微
笑。

童年的伙伴，那时的我们天真浪漫，常常玩角色扮演游戏，
我是身穿职业装的白领，你是手捧教科书的教师。我们幻想
着成年的我们步入精彩的世界，我们憧憬着会像所有偶像剧
的女主一样有一位爱她如命的白马王子。

几年的时间似水而过，长大的我们各奔东西要去寻找、去拼
搏各自心中的美好生活。我们长大了，距离成年不远了，但
是烦恼也跟着来了。我们抱怨父母的束缚，抱怨友人的不了
解，抱怨爱情的背叛。我们开始小心翼翼的对待周围的人，
害怕一不留神，一切会瞬间面目全非。

年少的我们缀学，步入这个无限憧憬的社会，我们后知后觉
的发现这是个鱼目混珠的大社会。我们遇到披着羊皮的大灰
狼，我们的纯真、无知给他们吞噬了。



也许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习惯这个时代的冷漠。但是生活还
是一样继续，我们可以适应，我们依然能够积极的生活着。
请你微笑，没人爱我们，那就让自己更爱自己。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李白古诗演讲稿篇五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
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
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