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
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
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
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
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初听见悠悠驼铃，觉得美妙动听，妙不可言。但再次听到时
又觉得是温馨幸福的，因为，那是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之时。

在冬阳下童年里的骆驼队让我仿佛身临其境——“一个个讨
价还价的声音在耳旁此起彼伏，一匹匹骆驼在路途中走的是
如此寂静，仅是打头号那匹的脖子下才戴着”当、当、
当“响的铃铛。我的想法有许多许多，但最多的还是增加情
趣。突然，我的思路被打断了，而且是被骆驼打断的。它们
上牙与下牙交错的磨来磨去，噪间虽大，但专心至志的我并
没听见，反而跟着骆驼动了起来。当看完《冬阳、童年、骆
驼队》时，一顾欢喜之情涌满了我的心头，因为每当想象到
作者跟着骆驼磨牙，我都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但最后结
尾”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童年重临于我的心
头。给人的却是一种伤感之情，不过这也暗示着我们要珍惜
童年。

《城南旧事》，让我懂得了珍惜童年的价值。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影，以其七岁
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视作她的代表
作。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
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
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
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
强”。八十年代还被搬上银幕，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
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
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
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
缓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
月……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
诗。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
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城垛
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
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
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
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
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
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

50多年过去，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
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
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看《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
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
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
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
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篇三

我一向对名着不太感冒，往往是看了半截便将其束之高阁了。
《城南旧事》不同，淡淡的文字，悠悠的叙述将我领进二十
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也让我忆起了童年往事。

《城南旧事》中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
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
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
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
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

英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疑问的，她从不在自己的世界里
上锁，总是任由人们进进出出。所以她和被人们认为是疯子
的秀贞结下了友情，三天两头的往惠安馆里钻;她和“小偷”
写下承诺，甚而认真地听着“小偷”的故事;她爱着自己的奶
妈，望着她离去，英子伤心难过。

透过英子童稚的双眼，我们看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那里
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

小时侯爱听故事，爱问“后来呢?”,爱帮助人，动不动就拍
拍胸脯，说一句“包在我身上”,不懂大人为什么会互相讨厌
对方，因为在“我”的眼里，他明明是个好人啊。看不明白
大人们为什么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我们”在一起玩时，
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即使闹翻了，哭鼻子了，到第二天还
是一样在一起嘻嘻哈哈。

为什么我们总是羡慕孩子的无忧无虑，那是因为他们的世界
里没有戒备，没有心计，只是单纯的。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篇四

当我在斑驳的铁箱子里拿起这本书时，心中有种别样的感觉。



书已经有些潮，我把它晾在太阳下。我看着书的封面——这
是比较老的封面了，封面上写着书的题目——《城南旧事》。
这是小学寒假的阅读作业，父母给我买下。小学寒假读完，
写了读后感，就把它放在那个铁箱子里了。从此书就被遗忘。
如今找到，像是捡起童年，我说不出事酸涩还是什么，只觉
得记忆突然被勾了起来。忍不住，我又读了一遍《城南旧
事》。

我的童年里有它的影子。读到文章的那个英子眼中的老北京，
想到很多。我仿佛处在那个没有变化的的街道，我却不再是
从前。从前的观点是“童年已经被考试占领”，现在的观点
是，说着这句话的时候，就是童年。

第一次读《城南旧事》我看到了英子的童年，她的故事，第
二次读我看到了老北京，那个曾经的地方。林海音笔下的老
北京的味道带有一些孩子的目光，非常朴素。《城南旧事》
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惊心动魄的情感波折，但一样可以让人
沉浸在书中的那个世界。《惠安馆》中的“疯女人”秀贞被
其他人躲避着，但是英子接近她。这就是孩子，孩子没有想
到其他东西，只要想看，就去看。孩子的眼睛是纯洁的，带
着颜色看别人，他们从来没有。英子和秀贞对话，不怕她，
和她玩，我想也就只有孩子有一个童真的心可以接受了，英
子一直在拥抱着这个女人。童年，就是拥有一颗有童年的心。
可以不用理解，但是用自己的方法去温暖。

英子的童年里出现了很多人，但是随着她的长大那些人都离
开了。英子长大了。当我翻阅着这本书时，感到英子的悲伤。
他们去哪了?其实，童年去哪儿了?童年是跟着骆驼的驼铃走
了，童年是跟着英子逐渐穿不上的衣服走了，童年是跟着那
个满身是伤的妞儿走了。

童年在意识到的时候，就已经走了。

第二次看完这本书，我无法再把它放在铁柜子里。摸着它不



光滑的书页，我把它立在我的书桌边。读完它，我想到了很
多，包括我已离开的童年。

时间的沙漏在不知不觉中多了起来，躺在沙漏下的是我拿不
回来，却永存与我记忆中的东西。

推荐更多读后感

城南旧事课前演讲稿篇五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说的真是一点不错。一本好书就可
以让人明白很多的道理。一本好书可以让人陷入深深的沉思。
每读完一本好书就会让人豁然开朗。是书让人类走上了进步
的阶梯，有了今天这欣欣向荣的世界。书这无声的预言家，
预知着未来，预知着中国的梦。本站读后感栏目为您提供最
新最全的读后感范本，让您快速写好读后感。本栏目包含中
外名著读后感范文以及最新的优秀读后感，希望对您有所帮
助!

都说《城南旧事》是一部好书，在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我认
认真真地阅读了这篇小说。小说的作者是著名的女作家林海
音，小说主要记载了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经历，它讲述
了旧北京的老故事，体现了那么一个小巷子的温馨：一座座
可爱的小平房，和蔼可亲的左邻右舍，院子里奔跑嬉闹的小
朋友，还有到处耸立着的老树，我陶醉于书中，简直像是身
临其境。

“骆驼戴铃铛，是因为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长途寂寞的旅程，
才会给骆驼戴上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全书一开始，
英子新颖而又不失天真烂漫的想法便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也令我闻到了一丝童年的怀念气息。而接下来的一篇篇以不
同人物为主角的故事，更是牢牢地抓住了“看似天真幼稚，
实际蕴涵了无数真理”的特点，将我们一点点地带进了属于
英子的童年生活：《惠安馆》里人人惧怕厌恶的“疯”女人、



《我们看海去》里为了弟弟铤而走险的“贼”、《兰姨娘》
里被赶出家门的兰姨娘……这些人的身上，都发生过无数的
故事;而也正是这些或悲或喜的故事，构成了英子美丽灿烂的
童年。

无论是文字还是电影，《我们看海去》都给我留下了难以磨
灭的深刻印象。文章一开始就着重描写了英子对《我们看海
去》这篇课文的喜爱与疑惑：她分不清天空和大海，也搞不
清火红的太阳究竟是从蓝色的大海升上来的呢，还是从蓝色
的天空升上来的。带着这么一个在大部分人眼中几乎是愚蠢
的疑问，英子开始了与草地里认识的人的交流。在两人简单
明朗的谈话中，那人三番五次地问英子觉得他是好人还是坏
人;年幼的英子自然无法回答：“我不懂什么好人、坏人，人
太多了，很难分。”不过，尽管回答不上来，英子还是给那
人背了《我们看海去》，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那人表示赞
同后，又和英子约定：以后送他弟弟坐轮船去国外读书时，
两人就一同看海去。

“我们看海去。”

为这简简单单的两句话，我落泪了。年仅七岁的英子，用自
己的想法与行动告诉了我们：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好人
与坏人，也没人能真正分清他们，就如同没人能真正分清海
和天一样。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林海音女士。感谢她写下了《城南旧
事》，将英子这个善良纯真的小女孩呈现在我们面前，用她
的童年故事，勾起了我们对自己童年的回忆：那些曾令我们



欢笑哭泣的小事、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明朗笑容、那段在
磕磕绊绊中成长的单纯岁月……美丽童年的酸甜苦辣，永远
是我们心底最大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