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林则徐的演讲稿 民族英雄林则徐及
事迹(通用7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
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林则徐的演讲稿篇一

上世纪60年代，台湾有一本被称为“确立新传记的典范”的
《林则徐传》，作者是林则徐玄孙林崇墉。他概括林则徐成
长的家风特点和林公本身的性格，竟是两个字：”恬淡。”
乍一看，这两个字与林则徐官高权重、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生，
多少有些反差;但细想之，却透着极深的哲理。诸葛亮曾有教
子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林公
之“志”，林公精神境界之“远”，何尝不是从淡泊宁静之
处求之!

林家之淡泊，首先发自对于书香的执著。据林崇墉先生追述，
林家“历代固守儒业”，林则徐祖父是个廪生，长期飘泊在
外教书谋生。由于“家口浩繁”，家境日渐拮据。到林则徐
父亲林宾日手里，已是“家无一尺之地，半亩之田”，落到
社会贫困阶层的地步。林宾日没有因贫困而丧志，固守儒业，
日夜苦读，希望通过科举途径振兴家道。他的文才在乡里颇
有名气，但在科场却屡试不顺，29岁才考中秀才，补了廪生，
后来便再也考不上举人。一直到4l岁，由于过度用功，患
了“眼疾”，才_放弃举业。从此“孜孜于教诲子弟、成就后
学之事”，把读书进取的梦想，寄托到下一代身上。尽管生
活极其艰辛，有人劝他让林则徐改图他业以佐家计，他总是
笑而不答。对于造就后代成器，他有独到的见解。他



说：“《易》以养蒙为圣功，养之时义大矣哉。养其廉耻，
使达于奇袤;养其天真，庶免于浇薄。夏楚收威，特其偶耳;
若习焉，有不生玩者乎?”。

林宾日教子，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林则徐从小就有较高的天
赋，4岁时，林宾日便把他带到塾馆，抱在膝上开始启蒙教育。
有人质疑是不是太早了，林宾日回答：“非欲速也，此儿性
灵，时有发现处，不引之则其机反窒，此教术之因材而施者
耳。”他教学极有耐心，“谆谆然、循循然，不激不厉，而
使人自乐于向学”，还特别注重身教，“讲授书史，必示以
身体力行近理著己之道，罕譬曲喻，务使领悟而后已。”据
林则徐回忆，他小时从未受过父亲打骂，连大声呵斥都绝少。

如此温文尔雅，没有深厚的修身养性功夫和非凡的定力，是
很难做得到的。林则徐说“府君在庠序二十年，不妄与一事，
不妄取一文”，绝不沾染社会的丑恶习气，更不贪图不义之
财。当时考秀才必须由廪生保送，有个“身家不清”的人送
来很厚重的礼物，请林宾日出具保送。林宾日问他，为何不
请他人保送?回答说，因先生一向信誉好，若出具，没有人会
怀疑我。洁身自好的林宾日最不屑掺杂这种事，回绝了他。
还有个同乡出重金聘他当家庭教师，林宾日也因其品行不端
而拒绝，反映出他安贫乐道的恬淡性格和道德意志。

林宾日能够甘之如饴地坚守自己为人处事的原则，与其妻陈
帙的配合是分不开的。陈氏也是出身书香之家，嫁到林家时，
林家“家无立锥”，还欠有许多债务。“当时贫簍之状，有
非恒情所能堪者”。但陈氏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勤俭持家，
相夫教子。林则徐从小孝顺，看到母亲辛苦，曾提出要为父
母分担生活重担。母亲总是说：“男儿务为大者远者，岂以
是琐琐为孝耶!读书显扬，始不负吾苦心矣。”可见，陈氏也
有不同寻常的见识和守贫砺志的毅力。

这种超然物外，志存高远的家风，体现了儒家“威武不屈，
贫贱不移，富贵不_”的境界，对林则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



化的“身教”作用。

林则徐的演讲稿篇二

看了《林则徐》这部电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仿佛看到英国商船满载着鸦片从海上驶来，在中国土地上
为所欲为，犯下滔天罪行;我仿佛听到了林则徐振聋发聩的呼
喊：“当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恼羞
成怒的敌人妄想用武力使中国人民屈服，却被打得抱头鼠窜。
虎门销烟的浓烟烈火，烧出了中国人的自信和尊严。

看电影的过程中，我不时被林则徐的爱国精神感染着，振奋
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民族危亡时
刻，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不怕奸臣阻挠，敢于同英国侵略
者进行顽强斗争，多么令人敬佩啊!从林则徐身上，我看到了
深沉的爱国情。

爱国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感情，却并不一定都是辉煌而悲壮
的行动。无数普通的人们在自己工作岗位上辛勤地工作着，
他们何尝不是以自己的方式爱国呢?作为少年儿童，爱国就是
发奋学习，珍惜时光，学好本领，将来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繁
荣富强!今天的我们，有幸生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有幸
站立在祖国新的发展起点上，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带着老一
辈的嘱托与期盼，我们将勇挑历史重任，奋然前行。

历史的车轮仍在滚滚向前，复兴中华的呼声正在召唤着每一
个人。我们——21世纪的中华少年，必将用智慧和勇气谱写
出前无愧于先辈、后无愧于千秋的历史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