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 辩论赛
演讲稿(通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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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
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
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谢谢主席，大家好！众观整场辩论，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
对方辩友你们一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从根本的辩题上进
入一套貌似完美的谬论，把观众和评委拖入了一个误区，但
是天理昭昭，真理是藏不住的，请听我一一道来。

化是一个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动态进行，虽然对方也不否认，
可是在交锋中你们为什么总是以静态的观点去看问题呢？你
们总是把城市化美好化，这怎么能行呢？试图引起观众和评
委的共鸣，这是你们的计策，但是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我们说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是两个概念，为什么你们只是抓
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说证明生活质量的提高呢？我们什么时
候又说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偏重于精神不偏重于物质呢？
生活质量有质又有量，对方您不是不明白，只是装得稀里又
糊涂。

这是人类发展的科学文明进步，我们的生活水平自然是提高
的啊，可是你们的结论是城市化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这
怎么可能呢？你这不是牵强，也不是凑巧，根本就是导向了
杀人之说。

听听真理的阐述，城市化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人类从产



生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生产方式的探索，作为工业化的
产物，城市化的存在，固然有其合理性，固然有其必然性，
这我们都承认，但是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发展模式，城市化
使人口和资源大幅度集中于部分城市！这不但造成了很多社
会问题，而且使原来的城市功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城市化
产生严重的“马太效应”，造成城乡差异悬殊，并使城市化
走上通过生态破坏疲建的不归之路，这其中城市化带来的弊
端已被城市化的实践和社会学的理论所证明。

纵观人类发展，西方学家提出城市化规模与人类的生活休戚
相关，在近代，又有人提出了人口数量与平均管理更体现了
人性的蜕变和衰退之说啊！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实现城乡
的均衡发展是我们时代发展的主体和主流啊！从伦敦到芝加
哥，从刚才对方辩友提到的新加坡到青岛，哪一个不是发现
了城市化的弊端后采取抑制城市化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方辩友不要为了论证你们的观点，而被蒙蔽了探寻真理的
双眼啊！事实也好，雄辩也好，我方观点城市化降低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谢谢大家。

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很高兴在此与大家进行“资本主义是利大还是弊大“的讨论。
我方的观点是”利大于弊“。

首先我方先明确一下资本主义的实质，所谓“资本主义”是
指资本主导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资本主义并没有准确定
义，不同的经济学家也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而言
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在这样的
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借助劳动者来
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
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
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论证我方的观点。



第一，从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来说，

资本主义的特点之一是人身自由。由于它的存本主义便具有
了两大优越性:第一，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劳动者的人身是自
由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自由地寻求发财致富。封建
制度被打破了，劳动者既有可能成为小商品生产者，也能成
为雇佣工人，甚至有可能当上资本家，但不论他成一种人，
要想发财都已不能靠强制性剥削，只能靠商品、资本市场或
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取胜，这是一种有利励。所有的人都这
样做，结果整个社会生产力也就获得。

它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这是从第一个优越
性中直接产生的。在任何社会中，各部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之间都应有一个合适的比例，比例失调会导致混乱。而个
人之间的市场竟争则提供了一条通向比例协调的道路。

第二，从资本主义对科技的发展来说，

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
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远为辽阔的
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
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
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

第三，从资本主义法制方面来说

资本主义法制能够依照民主原则，维护其统治和权力公民权
利和人权。一方面要求强有力的国家主权作为其发展的政治
制度保障，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把先前在不同程
度上束缚于土地、村落、家庭、行会、宗教和民族的个体解
放出来，以各种方式自由地参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交换，
从而创造了近代意义上独立的个人。注重个人权利成为资本
主义法治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利大于弊，谢谢。

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辩论稿的格式一般分标题、正文、署名、日期等几部分。

标题可点明辩论稿的中心，或标明中心事件，或标明中心的
论题，最好让人看到标题就能了解辩论的内容。

正文一般分开头、主体、结尾三部分。开头应接触辩论题目，
提出辩论稿的主要内容，使听众了解你要讲的东西，当然也
应使开头有点技巧，使听众有兴趣听下去。主体是辩论稿的
重点部分，要突出中心，用典型的材料，有力的分析，使听
众点头赞同。结尾可归纳自己的见解，使听众有个完整的印
象。结尾要有力，能给人启示和回味。

署名是署辩论者的姓名，日期是辩论的日期。

辩论稿是要以理服人的，因此，观点要正确，材料要典型，
而材料与观点之间的论述关系要严密，这样才能把道理讲透
彻，才能做到以理服人。

辩论不仅是要宣传自己的见解，还要驳倒对方的观点，既要
辨别，又要论述，因此，不能只顾自己说自己的，还要听别
人是怎么说的，别人哪个看法不对，哪个材料错了，哪个地
方论述有漏洞，这些都要抓住，在自己的辩论稿中加以揭露
和批驳，这样，辩论稿便有论辩性了。论辩性是辩论稿的力
量的表现。

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书是人类智慧的晶，书是历史经验的总，书是社会生活的反
映。读书，可以彻悟人生意义；读书，可以洞晓世事沧桑；
读书，可以广济天下民众；读书，可以深入科技殿堂。人欲



成才，士欲济世，务必开卷读书。马克思开卷，获益甚多。
他先后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研究法学、历史和哲学，因而
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能有两个空前的伟大发现。

他写资本论就读了自藏书一千余本，还到大英博物馆里看了
三间房子的书。马翁得开卷之益，说也说不尽。华罗庚开卷，
从小就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和语文基础，曾写过几百首诗词，
还写过许多散文和通俗生动的科普读物。初中毕业时，就写
出数学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
由）。论文层次清楚、语言简练，精辟地指出了苏家驹教授
《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的错误。

古人说，人可一日不食肉，不可一日不读书。书是全世界人
的营养品，让我们身体强壮，不断增高，意志坚强。只要注
意用眼卫生，每看半个小时就看一下绿色，边看边想，不仅
会不伤害眼睛，还会让我们更加健康。所以，看书不会伤害
眼睛。我们看书到正正规规的书店买，就不会思想不健康了。

我们语文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写的，因为他也喜欢读书，
所以才有那么好的文采。我们玩电脑游戏，游戏中有许多字，
我们要靠读书认识呀！如果不读书，就会想街上的有些乞丐，
不读书，弄到最后都无家可归。

古人云：“开卷有益。”确实，，博览群书能使人拥有高深
的学问，能言善辩，受人尊敬。

古代诗圣杜甫有句名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
一点是不能否认的，杜甫所博览过的群书不可记数，虽然许
多书都被他翻烂了，翻破了，但书中的知识去深深的印在了
他的脑子里，在他写文章，做诗的时候，一连串的好词好句
便从笔尖顺流而下，一篇篇的佳作名诗便流传千古，被人们
传诵。所以，多读一些有益的书，是能帮助我们写出好文章
的。书，是人类的营养品，是人类知识的源泉，就像一个文
明的国度如果失去了书的文化，那么这个曾经富丽繁华的国



度便会遭受到灭亡的威胁。所以说，人是决不能离开书籍的。

开卷只有益，没有坏，不读书者不成材，读书者自成仙。所
以开卷有益。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仔细一推敲，这种说法也不完
全正确。如果我们对每一本书都感兴趣，那“开卷有益”就
未必有益。

现在的同学都喜欢看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书刊，有时能达
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他们一旦进入了书中的“角
色”便走火入魔，那他们上课便一心只想着书，没心思学习，
成绩一落千丈。更有甚者，被书中的角色所吸引，模仿书中
人物，有时甚至会走向犯罪的道路。

为什么“开卷”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主要还是在看什
么书。如果大家都去看一些不健康的或不宜身心的书，那就
会害了自己。对于那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书，我们一定要提高
警惕！这样的书虽然情节丝丝入扣，但越是好看就越使你陷
得深，所以我们必须在茫茫书海里仔细寻找对自己有益的书，
这样才叫真正的“开卷有益”！菲尔丁说过：“不好的书，
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害了。”的确，我们应该读
一本好书，叫个好朋友，它将把你带进书的殿堂！

由此看出，“开卷有益”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读“益卷”，
取其精华，只有这样勤奋读书，拓宽视野，那你才能真正悟出
“开卷有益”的本意，终身受益无穷！

带有辩论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谢谢主席，大家好!

立足比赛我再进一步向对方提出两个问题：



第一：文才到底是口才的基础吗?

说文才是口才的基础是立不住脚的，因为《现代汉语词典》
上讲文才是指写作才能，。一个人写作的才能怎会是说话才
能的基础呢?我们图书馆的《口才学》这本书上说，一个人的
知识、经验、体验、阅历、思维等都是口才的基础。因此口
才和文才都是一种技能，它们都要以一个人的知识、阅历、
经验为基础。可能有交叉，但绝对不会有谁是谁的基础之说。

第二：对于文化传承到底二者何者更重要?

文化传承是个复杂的概念，包括小说、历史、戏剧、歌曲、
风俗、习惯等等。怎么能将一个写作的技能置于文化的背景
来讨论呢?恐怕是对方辩友把对文字有关的东西都当作文才了。
再说，对方辩友偷偷地把我们今天的辩题戴了一顶帽子。那
就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文才更重要还是口才更重要。对方讨
论的标准已经是对于文化传承来说何者更重要了，与我方的
标准对广大人民群众哪一种能力更重要。两方何者更公正、
更合理，不言自明。

下面我将立足此标准阐述我方观点：

1、 口才比文才涵盖了更广的社会层面，包括社会上的各行
各业。写作能力对于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来说的确是
最重要的。但这不能论证文才比口才更重要，因为我们要讨
论的是当今社会的普通大众，是在座的各位，这也符合我们
热点辩论赛的时效性的精神。口才是一个人成功的阶梯，也
是一门卓越的人生资本，具有好口才的人，必然是现代社会
中的活跃人物。纵观古今。会说话的人上自王侯将相、政坛
领袖，下至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比比皆是。从商场到职场，
从经济到政治，口才都将是你走向成功的阶梯。

2、 在当今社会，口才比文才更重要是因为，这个社会越来
越讲交流、讲合作、讲沟通。口才将发挥比文才更重要的作



用。这个社会更讲人际关系，把人际关系定义为第二种学问，
在这上面口才也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古人云：“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雄兵。”让我们从现在
开始努力练好自己的口才，为以后的成功打下基础，也为我
们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