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 七年级政治课前三
分钟演讲稿内容(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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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
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
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篇一

七年级的课前演讲要说什么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搜集的
七年级政治课前三分钟演讲稿内容，欢迎大家参考借鉴，希
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

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
种是观望者，一种是行动者。大多数人想改变这个世界，但
没人想改变自己。”想要改变现状，就要改变自己;要改变自
己。就得改变自己的观念。一切成就，都是从正确的观念开
始的。一连串的失败，也都是从错误的观念开始的。要适应
社会，适应环境，适应变化，就要学会改变自己。

柏拉图告诉弟-子自己能够移山，弟-子们纷纷请教方法，柏
拉图笑道，说：“很简单，山若不过来，我就过去。”弟-子
们一片哗然。

这一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移山之术，唯一的一个移动山的方
法就是：山不过来，我便过去。同样的道理，人不能改变环
境，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自己。



一个黑人小孩在他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
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干净，然后一排排地整齐地放好。
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
得东倒西歪。

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摸着小男孩的头说：“孩子，不
要哭，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于是小男孩擦干了眼泪坐在木桶边想啊想，想了半天终于想
出了一个办法，他从井边挑来一桶又一桶的清水，然后把它
们倒进那些空空的橡木桶里，然后他就忐忑不安地回家睡觉
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男孩就匆匆地爬了起来，他跑
到放桶的地方一看，那些橡木桶一个一个排列得整整齐齐，
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开心
地笑了，他对父亲说：“要想木桶不被风吹倒，就要加重木
桶的重量。”男孩的父亲赞许地微笑了。

是的，我们不能改变风，改变不了这个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
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给自己加重，这样我们就可以
适应变化，不被打败!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地下室里，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
这样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局
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
现这个世界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
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我决定只改
变我的家庭、我最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
变。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
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变我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的
激发和鼓励下，我也许能改变我的国家。再接下来，谁又知
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人生如水，人只能去适应环境。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



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更多的困难，战胜更多的挫折，
实现自我。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是一味地埋
怨环境不利，从而把改变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改变环境上，这
实在是徒劳无益。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让我们用爱
心和智慧来面对一切环境。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故事是《爱思考的“数学王子”高斯》。

在德国的一个农村，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爸爸是小店的
伙计，妈妈是石匠的女儿，他们的骄傲就是聪明的小高斯。
小高斯从小就表现出数学天才。

小高斯上了小学，在这里有一位从城里来的算术老师。他不
愿意大老远来教这群乡下笨孩子，所以总是发脾气，孩子们
都特别地怕他。一天，他发完脾气后，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
长长的算式，边写边说：“今天，你们给我算1+2+3+4……一
直加到100的总和，算不好不准回家吃饭，听到了没有?你们
这些笨家伙!”“天哪，这道题真难，快算吧。要不回不了家
了。”“1+2=3，3+3=6……”“咦，高斯，你怎么还不快
算?”“哦，我知道，我在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天哪，快，
来不及了。”“唉，算到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啊。”

此时的小高斯正用一只手托着脑袋，在细心地观察着这个算
式，他在开动脑筋，找它们的规律。突然，他眉开眼笑起来，
“1+2+3……一直加到100，等于5050。”“老师，我算好了。
答案是不是这个?”“去去去，这么快就能算好，肯定是错的。



”“老师，是不是5050?”“什么?你?你是怎么算出来
的?”“老师，我仔细看了这个算式。在这100个数里，一头
一尾两个数相加，都是101，这样一共有50个101，也就是总
数为5050，”“唉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叫什么名
字?”“高斯!”“你从哪里学的数学?”“我自己!”“哦?是
嘛，了不起!”从此，这位老师再也不对大家凶了。尤其是对
高斯，更是精心指点，把他引入了神奇的数学王国。高斯小
学毕业那年，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惊动了整个数学界。

19岁那年，他在大学读书。一次，他的导师无意中把一道两
千多年来的难题夹在了他的作业纸中。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
间，终于成功地用圆规和直尺画出了17边形，解决了这个大
难题。当他的导师看到他的作业时，又惊又喜，激动地对他
说：“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悬
案?阿基米德没有解出来，牛顿没有解出来，你竟然一个晚上
就解出来了!你真是个天才!”

后来，为了纪念高斯，人们给他造了一座底部为17边形的纪
念碑。

同学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像高斯一样地
爱思考，相信我们也会有所发现。

同学们,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热爱数学,钻研数学,相信不久
的将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河水断流、水井干涸、农田龟裂……，持续高温少雨天气，
导致西南五省的旱情不断加重。其范围之广、历时之长、程
度之深、损失之大均为历史罕见。目前旱情仍在持续发展、
灾情仍在进一步加深、加重，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严
重的困难。



灾情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大家的心。在伟鸿高端教育专项基金
(该基金隶属于民政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公募基金)的
倡导下，清华大学战略经营总裁班组织全体学员企业，发
起“水滴行动”，我们坚持践行“长江不择细流，故能浩荡
万里”的口号!哪怕我们只是一滴小水滴，哪怕我们只是一瓶
饮用水，只要我们汇聚在一起，就是对灾区的支持，就是干
涸土地的希望;我们应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
我们帮助的兄弟姐妹，体现我们中华民族战胜困难必胜的信
念!在3月22日，清华大学战略经营总裁班举行了抗旱救灾捐
款仪式上，众多学员郑重承诺：我们要像水滴一样汇聚到一
起，以爱心灌溉西南五省受灾同胞的家园。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们就不再是一滴水，会变成大海，以爱
和力量灌溉那些干涸的家园。我们呼吁越来越多的爱心水滴，
加入这个行列，支持“水滴行动”，共同抗击特大旱灾的挑
战，齐心协力再创美好家园。

为此，清华大学战略经营总裁班、求是《小康》杂志社和伟
鸿高端教育专项基金共同发起，中国小康网等单位向社会各
界联合发出倡议：

希望心怀天下的企业家们拿出社会责任感，奉献真情，参
与“水滴行动”。同时邀请您随时关注，对其进行监督，以
确保其能落到实处。

我们承诺：捐款绝不仅仅出于一时的冲动和激情，而是将之
视作我们终生的使命;

我们呼吁：中国每一位企业的总裁，都贡献出自身的力量，
给灾区人们以希望，扶助他们走完这段艰辛坎坷路。

同学们：

大家好!



有个女孩,在月台上追赶一张被风吹飞了的纸。热心的人们看
见她万分焦急的样子，以为那是一张对她十分重要的纸，便
纷纷加入追赶的队伍，可那张纸仿佛要存心捉弄大家，飞起
又落下，落下又飞起来，像附了魂一样。越是这样，女孩追
它的决心就越大。

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那张纸乖乖地就范了。那个追到纸
的人，得意地将战利品递给女孩。女孩优雅地向大家道谢，
然后拿着纸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一个垃圾筒跟前，将它塞了
进去，回过身，她微笑着对大家说：好了，现在它终于去了
它该去的地方。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有个女孩,在月台上追赶一张被风吹飞了的纸。热心的人们看
见她万分焦急的样子，以为那是一张对她十分重要的纸，便
纷纷加入追赶的队伍，可那张纸仿佛要存心捉弄大家，飞起
又落下，落下又飞起来，像附了魂一样。越是这样，女孩追
它的决心就越大。

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那张纸乖乖地就范了。那个追到纸
的人，得意地将战利品递给女孩。女孩优雅地向大家道谢，
然后拿着纸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一个垃圾筒跟前，将它塞了
进去，回过身，她微笑着对大家说：好了，现在它终于去了
它该去的地方。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

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
种是观望者，一种是行动者。大多数人想改变这个世界，但
没人想改变自己。”想要改变现状，就要改变自己;要改变自
己。就得改变自己的观念。一切成就，都是从正确的观念开
始的。一连串的失败，也都是从错误的观念开始的。要适应
社会，适应环境，适应变化，就要学会改变自己。

柏拉图告诉弟-子自己能够移山，弟-子们纷纷请教方法，柏
拉图笑道，说：“很简单，山若不过来，我就过去。”弟-子
们一片哗然。

这一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移山之术，唯一的一个移动山的方
法就是：山不过来，我便过去。同样的道理，人不能改变环
境，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自己。

一个黑人小孩在他父亲的葡萄酒厂看守橡木桶。每天早上，
他用抹布将一个个木桶擦干净，然后一排排地整齐地放好。
令他生气的是，往往一夜之间，风就把他排列整齐的木桶吹
得东倒西歪。

小男孩很委屈地哭了。父亲摸着小男孩的头说：“孩子，不
要哭，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征服风。”

于是小男孩擦干了眼泪坐在木桶边想啊想，想了半天终于想
出了一个办法，他从井边挑来一桶又一桶的清水，然后把它
们倒进那些空空的橡木桶里，然后他就忐忑不安地回家睡觉
了。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小男孩就匆匆地爬了起来，他跑
到放桶的地方一看，那些橡木桶一个一个排列得整整齐齐，
没有一个被风吹倒的，也没有一个被风吹歪的。小男孩开心
地笑了，他对父亲说：“要想木桶不被风吹倒，就要加重木



桶的重量。”男孩的父亲赞许地微笑了。

是的，我们不能改变风，改变不了这个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东
西，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给自己加重，这样我们就可以
适应变化，不被打败!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地下室里，英国圣公会主教的墓碑上写着
这样一段话：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局
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
现这个世界是不可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
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我决定只改
变我的家庭、我最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
变。现在我在临终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
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变我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的
激发和鼓励下，我也许能改变我的国家。再接下来，谁又知
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人生如水，人只能去适应环境。如果不能改变环境，就改变
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更多的困难，战胜更多的挫折，
实现自我。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只是一味地埋
怨环境不利，从而把改变境遇的希望寄托在改变环境上，这
实在是徒劳无益。

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让我们用爱
心和智慧来面对一切环境。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故事是《爱思考的“数学王子”高斯》。

在德国的一个农村，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爸爸是小店的
伙计，妈妈是石匠的女儿，他们的骄傲就是聪明的小高斯。
小高斯从小就表现出数学天才。

小高斯上了小学，在这里有一位从城里来的算术老师。他不
愿意大老远来教这群乡下笨孩子，所以总是发脾气，孩子们
都特别地怕他。一天，他发完脾气后，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
长长的算式，边写边说：“今天，你们给我算1+2+3+4……一
直加到100的总和，算不好不准回家吃饭，听到了没有?你们
这些笨家伙!”“天哪，这道题真难，快算吧。要不回不了家
了。”“1+2=3，3+3=6……”“咦，高斯，你怎么还不快
算?”“哦，我知道，我在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天哪，快，
来不及了。”“唉，算到什么时候才能算完啊。”

此时的小高斯正用一只手托着脑袋，在细心地观察着这个算
式，他在开动脑筋，找它们的规律。突然，他眉开眼笑起来，
“1+2+3……一直加到100，等于5050。”“老师，我算好了。
答案是不是这个?”“去去去，这么快就能算好，肯定是错的。
”“老师，是不是5050?”“什么?你?你是怎么算出来
的?”“老师，我仔细看了这个算式。在这100个数里，一头
一尾两个数相加，都是101，这样一共有50个101，也就是总
数为5050，”“唉呀，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你叫什么名
字?”“高斯!”“你从哪里学的数学?”“我自己!”“哦?是
嘛，了不起!”从此，这位老师再也不对大家凶了。尤其是对
高斯，更是精心指点，把他引入了神奇的数学王国。高斯小
学毕业那年，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惊动了整个数学界。

19岁那年，他在大学读书。一次，他的导师无意中把一道两
千多年来的难题夹在了他的作业纸中。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
间，终于成功地用圆规和直尺画出了17边形，解决了这个大
难题。当他的导师看到他的作业时，又惊又喜，激动地对他
说：“你知不知道，你解开了一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数学悬



案?阿基米德没有解出来，牛顿没有解出来，你竟然一个晚上
就解出来了!你真是个天才!”

后来，为了纪念高斯，人们给他造了一座底部为17边形的纪
念碑。

同学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像高斯一样地
爱思考，相信我们也会有所发现。

同学们,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热爱数学,钻研数学,相信不久
的将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国的栋梁!让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吧!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七年级三分钟演讲稿篇五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趣味数学故事：欧拉和马克都
出生在城市，他俩决定跟随种葡萄的大伯到农家去看看。他
俩走进大伯家的园子，看到大伯的两个儿子正在园里摘黄瓜，
马克看到满满一篮子的黄瓜问道：“你俩摘了多少根黄
瓜？”顽皮的小儿子没有回答却拍手唱起了童谣：“兄弟二
人摘黄瓜，一共摘了七十八，哥哥多摘整八根，二人各摘多
少瓜？”欧拉一听笑道：“哈哈，小朋友考我们呢。”他想
了想说：“弟弟摘了三十五，哥哥摘了四十三。”

欧拉和马克随大伯来到后园，见大妈正在河边唤鸭子归笼，
欧拉热心的问道：“大妈一共有多少只鸭，我们帮你赶
吧。”大妈同样也乐呵呵的唱道：“太阳落山晚霞红，我把
鸭子赶回笼。一半呆在水中叫，一半的一半进笼中。剩下十
五围着我，我的鸭子共多少？”马克怕欧拉抢先了，连忙说：
“我知道，15×2×2=60只。”



晚上，欧拉和马克与大伯一家围坐在葡萄架下，大伯抱来一
个大西瓜，笑呵呵的递给欧拉一把切瓜刀说：“要说稀奇不
稀奇，这儿有个切瓜题，三刀切成七块瓜，吃完剩下八块皮。
”欧拉为难的说：“切成七块不难，可是怎么吃完有八块皮
呢？”马克提示着在台上画了个三角形，欧拉看后一拍脑门
说道：“我知道了！”欧拉切完瓜也不甘示弱，说道：“稀
奇稀奇真稀奇，刀切西瓜有难题，一个西瓜大又圆，四刀切
成九块齐，吃完却剩十块皮！”

欧拉和马克又愉快的度过了一天，躺在床上，他俩由衷的感
叹道：“生活中处处有数学！”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