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演讲稿(汇总9篇)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母亲的演讲稿篇一

又是清明时节了，来至母亲坟前，伫立母亲跟前，思绪久久
不能平静，不知不觉泪水已湿了衣衫。妈，女儿看您来了，
在世时您不曾过一天好日子，如今阴阳两隔，您在里头，我
在外头，想您、真的想您了！

您一生坎坷。出生八个月被送别人做童养媳，因为外婆要抚
养外公前妻生的女儿，外婆说自己生的送人不会让外人讲闲
话。您在童养媳家的“丈夫”十几岁就去了南洋，后来在外
已娶妻成家，等到二十五岁未见其有回来之意，就嫁给了父
亲，生育了四男三女，养育这么多孩子，您辛苦啊！

您有着豁达的心胸。在农村，很多父母都会认为女孩不用读
那么多书，迟早要嫁给别人的。而您尽管万分艰辛，还是一
直鼓励我好好读书，走出大山，能过上不会像您一样辛苦的
日子，当我高考落榜一脸沮丧，跑到房间低声哭泣时，您却
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还年轻，不用着急，今年没考好，
明年再考，妈会支持你”。每当想起您的这些话，我总是心
酸、暗自流泪，责备自己不争气，同时也暗下决心，一定要
考上大学来报答你。正因为有您的支持和鼓励，我终于没有
辜负您的期望，您也因我能走出大山而露出了难得的、幸福
的笑脸。

您一生默默地奉献。心里始终装着一群孩子和这个家，不管



伤口多么疼痛都强忍着，只希望尽快的好起来，好照顾孩子
们，坚强的精神战胜了病痛，您渐渐地康复了，但从此也落
下了病根，常年身体不好，病痛不断，但为了不拖累孩子们，
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事，我挺好的，别为我别担
心”。等我长大外出工作，每次给您打电话，即使是躺在病
床上，您也还总是这么说。

啊！妈妈，您不但给了我生命，还给了我精神力量，“树欲
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此刻，女儿有太多的话想
跟您说，有太多的思念想跟您倾吐，妈，想您、真想您了，
假如有来生，女儿还想做您的女儿，九泉之下的妈妈，您听
到了吗？每当我悲观、失望、无助时总想到您，如今已
是“生死两茫茫，欲说泪千行”啊！

是夜，回至家中，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夜深了，转侧难眠，
起身披上外衣来至阳台，抬头遥望夜空，突然一颗明亮的星
星在望着我，我心中不免打了一个颤，这颗星星怎么这么象
母亲的眼睛？她在注视着我，似乎跟我说：“孩子！不管遇
到什么事，都要坚强，凡事挺挺就过去了”。

母亲的演讲稿篇二

《怀念母亲》是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第二篇课文。
这一单元的主题是“祖国在我心中”，通过本组课文的学习，
要让学生感受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
上，要求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的作用。我个人觉得，
这篇课文所体现语文人文性一面的应该是季老对母亲，对祖
国深沉的爱，而语文的工具性一面则是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
达意方面的作用，将这两者完美的结合，是最理想的课堂。

本班学生的地域来源比较繁杂，部分学生性格较为任性，不
能按时完成作业，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自律性差，上课好动，
喜欢说话等。我是本学期接手任教该班的语文，我觉得这课
内容可以让许多孩子感动，从而各个方面有所感触，尤其是



学会感恩，怀念。该班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注重预习，
没有养成很好的预习习惯，所以教学起来不是很顺利。

1、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描写对祖国母亲
魂牵梦萦的句子。

2、品味揣摩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旅居海外时对祖国异常强烈
的思念之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的情感。

3、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
的作用。

1、学习体会关键词句，结合课外资料理解课文内容的读书方
法。

2、凭借阅读经验找到对表情达意起关键作用的词句，并从中
体会文章传递出来的情感——崇高的敬意、真挚的爱慕。落实
“从关键词体会情感”等阅读策略，培养语感。

熟读课文，体会季老的爱母之心、爱国之情，传达“爱国应
从爱母亲做起”的道理。

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描写对祖国母亲魂
牵梦萦的句子。

1、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关键词句在表情达意方面
的作用。

2、从关键词句中体会文章表达出来的情感——崇高的敬意、
真挚的爱慕。

母亲的演讲稿篇三

腊八粥不但味道清香甜美，而且能畅胃气、生津液，所以一



直以来颇受人们喜爱(旧时一般天明前熬粥，据说是释迦牟尼
成佛的时刻，以此纪念佛祖)。如今，如果你想在家熬出味道
纯正、可口的腊八粥，可按下列方法进行。

原料准备：大米、小米、江米、核桃仁、杏仁、栗子、红枣、
青丝、红丝、红糖、白糖、花生仁、瓜子仁、桂花等。

diy指导：先将大米、小米、江米泡好，以清水淘洗干净，放
入锅中(最好选用砂锅或者铜锅，其次用铝锅，忌铁锅)，要
按米谷不易烂、易烂的顺序先后分别下锅，否则生熟不一致。
加水后置于旺火上，然后要随熬随搅，防止锅底粘糊。

熬时可稍放一点儿食用碱，熬至米欲伸腰、略开花时，再改
用文火慢慢熬制，待粥汁稠浓时即成。

再将预先切成不同形状的果料以及白糖拌入粥内，最后再将
青丝、红丝、瓜子仁、核桃仁、杏仁、花生仁撒入粥内，即
可成为色味香形俱全的正宗腊八粥。(北京青年报文/郭艳文/
贺军成)

腊八喝粥除了传统，对身体的益处也是不言而喻的，除了腊
八，大家也要养成良好的喝粥习惯哟!

母亲的演讲稿篇四

一、读下面的句子，用加粗的词语造句。

1.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的朋友。

2.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我度过了在欧洲的十一年。

二、解释下列词语的意思。

1.真挚



2.朦胧

3.凄凉

4.沮丧

5.思潮起伏

三、动手练一练。

写一写你对祖国母亲的感受并与大家分享

答案：

一、1.我现在非常想休息，想听音乐，想听张信哲的歌。

2.《童话大王》这本书一直伴随了整个童年。

二、1.真挚：真诚恳切。

2.朦胧：不清楚，模糊。

3.凄凉：寂寞冷落（多用来形容环境或景物）。

4.沮丧：灰心失望。

5.思潮起伏：接二连三的思想活动。

三、（略）

母亲的演讲稿篇五

作者以回忆的形式介绍了对两位母亲——一位是亲生母亲，
一位是祖国母亲“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充
分表达了作者对亲生母亲和对祖国母亲深深的、不变的爱意。



课文结构分明，层次清晰。文章开头便开门见山地指出两位
母亲在作者生命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作者先是描述了自己与
亲生母亲的关系，后借助日记表达了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对
祖国母亲的怀念和深沉的爱。文章收尾相呼应，紧密围绕着
对两位母亲的崇高敬意和真挚爱慕。

本课内容突显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意在熏陶感染学
生的思想情感，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养良
好的思想道德风尚，同时也要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
体验。

二、学情分析

五年级学生要求能够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
有关词句的意思，辨别词语的感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
能够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能够
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深刻的细节，说出自己的喜爱、憎恨、崇
敬、向往、同情等感受。

三、教学目标

1.准确读写课文“挚、寝、频、朦、胧、凄、斑、篇”八个
生字和“寝不安席、频来入梦、凄凉、朦胧、可见一斑、真
挚”等六个词语。

2.引导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积累课文中描写对祖国母亲
魂牵梦萦的句子。（重点）

3.品味揣摩重点词句，体会作者旅居海外时对祖国异常强烈
的思念之情，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的情感。（难点）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激发兴趣



1.谁知道一般“国宝”是指什么？（大熊猫）但是在北京大
学有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被人们称为“国宝”，他是谁呢？
（提示线索：学过的课文《小苗和大树的对话》、《自己的
花是让别人看的》的作者）

2.呈现季羡林作品《永久的悔》片段：“当我从北京赶回济
南，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材，看
到那简陋的屋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下。
我后悔，我真不该，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世界上无
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
在母亲身边……”。学生默读，交流感受。（提取“怀念”）

3.作者的怀念，仅仅是指生他养他的母亲吗？让我们一起走进
《怀念母亲》 （板书课题）。

（二）初读课文，识字学词

1.请学生们自由朗读课文。要求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边读
边感受，说说文章的哪些句子、内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注意在朗读过程中遇到生字、难字、难句时用笔做上不同的
标记。

2. 字词理解：

真挚：(感情)真诚恳切。文中指作者对亲生母亲和祖国都怀
着同样的敬意和爱意。

弃养：婉辞，指父母死亡。

寝不安席：无法安然入睡。文中指作者因为母亲的突然去世，
心中感到无比悔恨，脑海中一直浮现着母亲的样子，在不断
自责和愧疚中无法正常入眠。

终天之恨：终身的遗恨。文中指作者因为失去了母亲，而感



到终身遗恨。

薄暗：昏暗。文中指黄昏时候，夜幕逐渐降临，天地间一片
朦胧、昏暗。

沮丧：灰心失望。文中指房东太太一直期待着儿子归来，儿
子却迟迟未归，心里有种失落感。从中可见母亲对孩子的牵
挂，体现了母亲的爱。

思潮起伏：接二连三的思想活动。文中指作者在风雨交加的
日子里，心里感到落寞无依，脑海中一直盘旋着祖国的影子，
回忆着在故国的亲人和朋友，各种念头此起彼伏，不断涌现
在脑海中。

心潮腾涌：心情跳跃、涌动。文中指作者想到自己的母亲和
祖国母亲，心情非常激动，恨不得立刻回到她们身边去，不
想在国外停留。

（三）再读课文，抓住主线

1.作者怀念的是谁？（指向文章第1、2自然段“我一生有两
个母亲：一个是生我的那个母亲；一个是我的祖国母亲。我
对这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3.品读第3自然段，找出怀念亲生母亲的句子，分析为什么会
对母亲魂牵梦绕（可提升到愧疚感）。带着感情朗读。

4.动情地读一读作者的几段日记，找出祖国母亲频来入梦的
原因。

5.读读最让你感动的一则日记，说说理由。读出了什么，还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四）整体感知，课外延伸



1.一个是亲生母亲，一个是祖国母亲，两位母亲在作者心中
的地位是同等重要的。再次朗读课文的第一自然段和最后一
段，感受作者对两位母亲深深的怀念之情。

2. “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浓浓
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思考“凄凉”
和“甜蜜”两个词是否矛盾。

3. 摘抄文章中描写对祖国母亲魂牵梦萦的句子，课后再找一
找类似的句子或文章。

母亲的演讲稿篇六

很小的时候随母亲去亲戚家小住了几日，怎么去的，又是怎
么回家的，全然不记得了。但是唯有那天因为喝水惹母亲生
气，让母亲叫到屋外狠狠教训了一顿，那事儿至今忘记不得。
可能是让母亲太难堪了，不然这事儿过去很长时间了，母亲
还是经常提起，并教训我，牙要长在心上，不要长在嘴里光
吃饭。坦率的说，当时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只是懵懂的感
觉人活得要争气，要活出个人样啥的。

记得有一天，邻居的孩子领着他小妹找我玩。那时候没有幼
儿园，都是大的带小的玩。玩的时候，小女孩自己摔倒把膝
盖碰的不轻，她哥回去怕大人揍他，慌说是我推到的。结果，
他们那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姐姐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狂
揍，尽管我再三喊冤就是不听，结结实实把我打了个稀烂。
我呢，挨打后吓得家也不敢回，怕家人知道。结果在第二天
早上穿衣服时，让母亲发现了，问了我的原委，母亲含着泪
用热毛巾给我敷了一会儿，并又是一顿教训，“牙要长在心
上，不能长在嘴里光吃饭”。

后来我上学了。我的第一个书包是母亲用不知是什么袋子改
制的。由于它是用绒线子编织成的，一放书就拉的很长，于
是我就把书包带子打个结，然后再背就不会拉到膝盖以下。



年级期末考试我语文数学几乎次次都是一百分，母亲便给煮
个鸡蛋，算是鼓励吧，所以我印象很深。还有记忆最深的是
冬季农闲时，晚上常常熬夜为家人做鞋缝补衣服。不知有多
少个夜晚，一觉醒来，总是看到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不
知疲倦地为她的儿女们做鞋子缝补衣服。母亲每天不停的忙
活，总有做不完的营生。秋天地里的庄稼收割完后，母亲就
更忙了，白天在场面碾打庄稼，晚上还要熬夜手工磨山药提
炼山药粉面。我时常帮母亲搅拌水缸里没有沉淀好的山药粉
糊，好几个水缸都要搅到底，一搅就是大半天。

记得邻里的小媳妇大姑娘的还经常时不时的拿着新做的大小
鞋子，小衣服大衣裳，手工编织的毛衣毛裤等针线活儿找我
母亲切磋技艺或讨教做法。母亲还做的一手拿手的好醋，到
了做醋的时节也是经常帮助或指导邻里做醋。这在母亲刚去
世后，我回村看望父亲时，在与村民们交谈时，他们说起母
亲时都是一脸的佩服。在她有病不便出门时，村里的叔叔婶
婶们经常到我们家闲坐陪母亲聊天，一直到母亲去世。我很
是感激他们，感谢他们陪伴母亲的点点滴滴，排解母亲的孤
独和寂寞，这是儿女们所替代不了的友谊。

每当家里吃好的，母亲总是让我们兄妹吃好，她自己却吃不
吃无所谓。有时我就拿着给母亲吃，可她总是说：“妈不爱
吃，你们吃吧”。我还真以为母亲不爱吃，后来长大了懂得
了，那不是母亲不爱吃，那是母亲舍不得吃啊！是啊，每当
想起这些往事，也只能呆呆的抹眼泪了。

母亲她总是积极面对生活的艰辛，从不怨天忧人。即使是三
年自然灾害缺吃少穿时期，母亲也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依
然艰难照顾着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后来我们都已成家另过，
母亲还是不放心这个，不放心那个，总是有操不完的心。我
们有了孩子后，又开始操起了孙子的心。就连小女儿上高中
要陪读，母亲怕影响我的工作，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去集宁陪
孙子读书。七十多岁了还要上房亲自为儿子抹房子，一想到
这些，我不由得泪流满面，久久不能自已。母亲每次来到我



家，总是急匆匆的来，又是急匆匆的去。若想留她多住一天，
又总是放心不下家里的事儿。就连自己最后离开这个她深爱
着的世界都是匆匆忙忙的。当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难受的厉
害，我立即回去接母亲到旗中心医院进行救治。尽管我和两
个女儿尽最大的努力在时间上没有耽搁，但还是没有给医生
留下足够的抢救时间，更没有给我和俩个孙女以及深爱她的
儿女们留下片言只语，就匆匆忙忙地走了。如果再能叫一
声‘妈’该多好啊！

真后悔没有好好照顾母亲，操劳了一辈子没能让母亲真真享
一天清福。这将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这真是子欲孝而亲不
待啊！

最后，我只能以毛阿敏的歌曲《天之大》来寄托对母亲的哀
思吧！妈妈，月光之下，静静的，我想你了，静静淌在血里
的牵挂，妈妈，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有你晒过的衣
服味道，妈妈，月亮之下，有了你，我才有家，离别虽半步
即是天涯，思念，何必泪眼，爱长长，长过天年，幸福生于
会痛的心田，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天之大，
记得你用心传话，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我交给了他，让他
的笑像极了妈妈。

母亲的演讲稿篇七

前几天，我读了季羡林写得《怀念母亲》，让我深深地感动
了。

《怀念母亲》以回忆的形式写了季羡林两位母亲，一位是亲
生母亲、一位是祖国母亲，他对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的
敬意和真挚的爱慕。季羡林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亲生母
亲就去世了，他疼哭了几天，一直抱着终天之恨生活着。

最后去了德国留学，他离开了祖国母亲，对祖国母亲也有深
厚的感情，身在异国他乡的他异常强烈。他老是想着故国，



故乡的老朋友，心里是凄凉的，也是甜蜜的，因为他对他的
两位母亲的怀念，让季羡林爷爷度过了在欧洲的十一年，这
篇课文以回忆的形式，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亲生母亲永久的悔
恨，对祖国母亲不变的爱意。

读完这篇课文，让我想到了我以前的事，有一次，我作业一
道题都不会做，所以没做，妈妈问我，我不回答，她再问，
我就和她吵架，想起这件事，我感到十分伤心，我觉得我们
应该爱我们的母亲，因为母亲日夜操劳，她不求回报，因为
母爱是最伟大的。我们应该为母亲倒杯茶，洗洗袜子等。

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去抚慰那颗憔悴的白苍苍的心，母
亲对我们的爱是无微不至的。

母亲的演讲稿篇八

1、学会8个生字，能正确读写词语。能抄写对祖国魂牵梦萦
的句子。

2、感悟课文内容，能抓住关键词、句、段和日记，体会季羡
林爷爷思念祖国的情感，感悟爱国情。

3、感情朗读。

4、搜集文中相关的资料。

能抓住关键词、句、段和日记，体会季羡林爷爷思念祖国的
情感，感悟爱国情。

师：孩子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母亲都是世上最伟
大的人，你们爱你们的母亲吗？你们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吗？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吧！

怀念母亲。



1、默读全文，想想文章主要写了什么？

（我对两个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对
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
欧洲的十一年）

2、再读课文，想想文中的两个母亲分别指的是谁？

（一个是生身母亲，一个是祖国。）

3、你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什么？从哪些地方感受到
的，谈谈自己的感受。

4、小组交流、汇报。师生总结。

（体会到了对亲生母亲和祖国母亲的深深的爱与怀念。

对祖国母亲：我的祖国母亲，我这是第一次离开她。离开的
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母亲也频来
入梦。我想到故乡，故乡里的老朋友，心里有点酸酸的，有
点凄凉。然而这凄凉却并不同普通的凄凉一样，是甜蜜的，
浓浓的，有说不出的味道，浓浓地糊在心头。我现在还真是
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
心里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国了。一想到我的母亲和祖国母亲，
就心潮腾涌，惶惶不可终日，留在国外的念头连影儿都没有。
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对这两位母亲的
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在欧洲的十一年。
）

1、通过查字典词典理解。在不懂的地方做记号，准备与同学
讨论。

2、与同学交流不懂的地方。



1、找出写怀念生母的句子，反复读，想想从中，你体会到什
么？

（我痛哭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我真想随母亲于地
下。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
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
日。如今到了德国，来到哥廷根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
是为什么，母亲频来入梦。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
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 ）

（生抓住食不下咽，寝不安席、泪流不止、频来入梦等词体
会到作者对母亲深切的怀念、失去母亲的悲痛等。其中，教
师可引导学生理解寝不安席，频来入梦的意思，结合对《永
久的悔》的阅读，进一步体会到作者对生母的敬意和真挚的
情感。为理解对祖国母亲的情感作好铺垫。）

3、有感情地朗读这些句子。（交流放在下一课时）

1、重点体会以下三个句子

（常常进入梦乡或梦境。）

祖国母亲频来入梦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第一次离开祖国，
我热爱祖国）

从这句话，你知道了什么？（作者有一颗爱国心。强烈的思
国情。）

请有感情地读读这句话。

（因为我深爱故乡、深爱老朋友，虽然我身在异国他乡，暂
时不能与他们见面，但他们在我的心中永远都是美好的，所
以我在想到故乡、老朋友时，心里感到凄凉，却又是甜蜜的。
）



从这句话，我们能感受到什么？（作者认为故乡、朋友都是
最可亲、可敬的，在心目中，不管身处何地，他们都是美好
的，令人回味的。足以看出他的思乡情、爱国情。）

有感情地朗读。

（3）出示第三句：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在你的想象中，母亲的面影是怎样的？

细读怀念祖国母亲的句子，体会爱国情感。

2、自由读句子，说说自己的感受。

学生自由谈。（只要不偏离主题。）

有感情地读。

3、从其他几个句子，你又感悟到什么呢？

【教学说明】此部分教学，不拘泥于一句一句地讲解过程，
均由学生自己找出句子，不分先后秩序，学生找到的句子老
师与学生共同朗读、共同讨论，得出祖国母亲与自己生母一
般，让作者思念，作者那浓浓的思乡、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同时通过文字也传递给了我们。教师应多指导学生通过朗读
及抓住句子关键词语的方法体会作者的感情，了解除武装句
子的意思。

4、齐读这些句子，想想它们都让你体会到什么？把自己的感
悟通过读表达出来。

1、通读全文，说说这篇文章的写法与其他的文章有些什么不
同。

（如摘录日记，摘录文章来表达思想感情等）



2、读文拓展，想象习作。

《寻梦》的开头一段和结尾一段都有（见课文），你能想象
这篇文章的中间写了些什么吗？学生想象，再写一写。

3、学生交流习作片段，交流习作感受。

1、在1984年的春节联欢会上，香港歌星张明敏唱了一首歌，
震撼了所有中国人的心，你知道那首歌的名字吗？让我们随
着音乐一起来唱唱这首《我的中国心》吧！

2、朗诵文后诗歌《我的中国心》。

3、唱完这首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4.总结：这首歌唱出了所有海外游子的心声，虽然他们常年
漂泊在外，可他们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国，不忘自己是一个中
国人。

板书：

怀念母亲

崇高的敬意 真挚爱慕

母亲的演讲稿篇九

本文主要讲述的是季羡林爷爷6岁离开生母，在就读大学二年
级时，母亲弃养。在这期间季羡林爷爷只回过两次故乡，都
是奔丧，只待了几天。因此，季羡林爷爷抱终天之恨，悔恨
自己没能尽孝。

季羡林爷爷还在文章中提到过，他在离开自己的故乡——中
国，留学在哥廷根时，想念中国的念头就不断地涌上心头。



有时想念中国的念头强烈起来后，留在国外的念头竟消失的
无影无踪。

我想，生活中的“孝”、“爱国”不是只喊口号就能喊出来
的，实际行动或许比口号更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