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的英语演讲(优质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一

在青春的世界里，枯枝长出鲜果，沙粒变成珍珠，石头化做
黄金，沙漠布满森林。着便是青春的美，青春的魅力，青春
的快乐，青春的本分!

青春是花，青春是雨，她充满了彩色与幻想，是书的第一章，
是永无终结的故事。

青春，作为年轮，作为一段人生旅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短暂的的。她的本质，不是粉面桃腮，也非朱唇红颜，而是
坚定的意志，不懈的追求。青春才能秋收瓜熟而后蒂落，只
有保持青春的活力与进取，用心血和汗水培植这棵青春的种
子，才能开花、结果。

人生如歌花如梦，岁月褶皱肌肤，暮气褶皱灵魂。让我们拿
起青春之笔，为自己画一幅绚丽多姿，真正体现青春的肖像
画，画出个性，画出格调，无怨无悔。青春万岁!愿我们发光
发热的青春在多姿多彩中走向成熟，在人生辉煌的覆历上留
下那最精彩的一页!

也许，爱青春的充实胜过爱童年的无忧，爱青春的自由胜过
爱虚浮的功名。机遇需要自己来争取，竞争需要自己来体验，
成功需要自己来把握。因为我们拥有青春，所以我们拥有失
败的权利，我们同时也拥有再次成功的机会，这就是青春最



大的魅力所在!

朋友，拥有青春onlyone!尽情享受青春吧!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二

转眼间，我从年轻到了五年级。时光飞逝。

那时候总听老师说，‘一寸光阴一寸金难买。’我美好的童
年就这样飞快的过去了。但有时候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现
在，我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有人说，幸福就是你有钱，能过
上富裕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我想的是，幸福是我快乐的
童年！你怎么想呢？我告诉你！

一天，我的好朋友蔡淑丽和蔡尧来看我！于是我问他们我们
要演什么。他们说，‘我不知道，让我告诉你玩什么吧？’
我说，‘我们去荡秋千吧！他们都说，‘好吧！’我现在来
说说游戏规则，好吗？他们说，‘好，去吧！我说‘如果你
是靠练拳头赢的，谁先打，另外两个为胜者挥棒。获胜者将
一边摇摆一边摘树叶。最后，谁摘的叶子最多谁就赢，就这
样。ok？他们说，‘好，我们现在开始吧！我说，‘好吧。’
现在开始转圈。哼，我的两个，蔡书立的一个，蔡尧的最后
一个，我的第二个人都无所谓。

玩了很久，游戏结束了，成绩也挺满意的。我没想到蔡尧会
最后一名，但他仍然是冠军。我是第二个挥棒的，也是第二
个赢的。李树呢？呵呵，她是第一个挥棒的，但她是最后一
个。没想到，因为已经是早上了，我们就回家吃饭了。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三

记忆演讲词，一般地说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识读，即阅读。大体了解整体与细节，对稿子有个



概观和微观，把握题旨，掌握例证阐述的关节，包括引述的
事实、名人名言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准确无误的数字。

第二步是响读。朱熹说过，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亮，不
可误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这样，才能达到他所说的“逐句
玩味”“反复精读”“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只有
如此，演讲词才能从有理有据、有情有感、有声有色的响读
中加以体会和记忆。同时，才可设计演讲的动作、表情和姿
态，琢磨演讲词临场情境与听众交流的心理和生理反馈。甚
而一个字的读音，一句话的抑扬顿挫，标点的作用，语气的
恰到好处，也无不在其中。响读，是演讲词记忆的关键之处，
也就是“立体记忆”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第三步是情读。就是要理解感受演讲词情调，注意适度和真
实。特别要作演讲时，切忌漫无节制的感情宣泄。缺乏控制
的感情抒发，会令人产生厌恶感；虚伪的感情表演，会丧失
听众的信任。

当代演讲家李燕杰说过，演讲，绝不是从记忆移入记忆，把
现成的字句移到别人心中，而是要使自己心中的火与听众心
中的火并燃。演讲词里有情调，喜怒哀乐应分明。演讲即使
是阐释事理，也不应冷漠地板着面孔说教。对事理的深刻剖
析，无疑是百篇演讲词成功的主要标志，应当加深记忆。但
如果其中同时能有真诚激情的适度渗透和确切体会，则不仅
能达到以理服人，还必定能以情动人，这种体会，无疑是种
特殊的引发性记忆。

可见，演讲词的记忆，一要用眼睛——阅读，二要使口
舌——响读，三要动心思——情读。只有整体的综合的全方
位的记忆，即“立体记忆”，才能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这
无疑也是演讲词的记忆法。但是，要记住演讲词，具体还要
掌握它的文体特点及思路。

演讲词，一般地说属于议论范畴。演讲词的论点，也称观点，



论据也称材料。没有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演讲要告诉人
们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若无材料，观点不被证明，也说
服不了人。因此，观点要明确，材料要记牢，这是不够的。
要记住它，最重要的地方是，把握用材料论据阐述思想观点
的过程，即论证过程。这个过程是逻辑构成，如果再把它抓
住，演讲词的记忆就迎刃而解了。

显而易见，抓住演讲词的逻辑构成，即演讲心态的思想轨迹，
也就抓住了记忆的要领。演讲词思想轨迹基本有两种，一是
基本型，二是变化型。

基本型，按思维路线，通常它表现的思路序列一是提出问题，
即观点（论点）的提出，表示和强调；二是分析问题，即论
证观点（论点）正确与否。这要用材料——例证加以证明，
事实真实可信令人信服；三是解决问题，即得出结论，印证
提出的观点，明确结论。

变化型，按思维路线，有三种形式：

一是简化式。即演讲词的三段式。

1、序论，相当于基本型提出问题部分；

2、本论，相当于基本型分析问题部分；

3、结论，相当于基本型解决问题部分。常见的演讲词，尤其
是即兴演讲，更以此式进行演讲为便。

二是互置式。即基本型解决问题部分将其结论放在开头，直
截了当地把结论告诉听众，然后再进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部分演讲。只不过首尾互置达到明显效果而已。

三是散论式。即兴演讲常用此法。这种演讲词一般较短，只
要抓住感情表达方式线索即可。



总之，演讲词的记忆，要抓住它本身的特征以及感情表达方
式，把握逻辑构成的基本型和变化型，眼口心综合记忆，记
忆力就会提高起来。但是，其中响读尤其重要。人要善于记
忆，强化记忆，发展记忆。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使演讲一步一
步走向成功。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四

引导语：要做一次成功的演讲，在演讲稿写成之后，最重要
的就是必须要把演讲词烂熟于心。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如
何快速记忆演讲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演讲，顾名思义。它是演与讲的统一体，但它是以讲的内容
为主的，以演的形式为辅。要做一次成功的演讲，在演讲稿
写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把演讲词烂熟于心。

记忆演讲词，一般地说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识读，即阅读。大体了解整体与细节，对稿子有个
概观和微观，把握题旨，掌握例证阐述的关节，包括引述的
事实、名人名言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准确无误的数字。

第二步是响读。朱熹说过，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亮，不
可误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这样，才能达到他所说的“逐句
玩味”“反复精读”“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只有
如此，演讲词才能从有理有据、有情有感、有声有色的响读
中加以体会和记忆。同时，才可设计演讲的动作、表情和姿
态，琢磨演讲词临场情境与听众交流的心理和生理反馈。甚
而一个字的读音，一句话的抑扬顿挫，标点的`作用，语气的
恰到好处，也无不在其中。响读，是演讲词记忆的关键之处，
也就是“立体记忆”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第三步是情读。就是要理解感受演讲词情调，注意适度和真



实。特别要作演讲时，切忌漫无节制的感情宣泄。缺乏控制
的感情抒发，会令人产生厌恶感;虚伪的感情表演，会丧失听
众的信任。

当代演讲家李燕杰说过，演讲，绝不是从记忆移入记忆，把
现成的字句移到别人心中，而是要使自己心中的火与听众心
中的火并燃。演讲词里有情调，喜怒哀乐应分明。演讲即使
是阐释事理，也不应冷漠地板着面孔说教。对事理的深刻剖
析，无疑是百篇演讲词成功的主要标志，应当加深记忆。但
如果其中同时能有真诚激情的适度渗透和确切体会，则不仅
能达到以理服人，还必定能以情动人，这种体会，无疑是种
特殊的引发性记忆。

可见，演讲词的记忆，一要用眼睛——阅读，二要使口
舌——响读，三要动心思——情读。只有整体的综合的全方
位的记忆，即“立体记忆”，才能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这
无疑也是演讲词的记忆法。但是，要记住演讲词，具体还要
掌握它的文体特点及思路。

演讲词，一般地说属于议论范畴。演讲词的论点，也称观点，
论据也称材料。没有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演讲要告诉人
们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若无材料，观点不被证明，也说
服不了人。因此，观点要明确，材料要记牢，这是不够的。
要记住它，最重要的地方是，把握用材料论据阐述思想观点
的过程，即论证过程。这个过程是逻辑构成，如果再把它抓
住，演讲词的记忆就迎刃而解了。

显而易见，抓住演讲词的逻辑构成，即演讲心态的思想轨迹，
也就抓住了记忆的要领。演讲词思想轨迹基本有两种，一是
基本型，二是变化型。

基本型，按思维路线，通常它表现的思路序列一是提出问题，
即观点(论点)的提出，表示和强调;二是分析问题，即论证观点
(论点)正确与否。这要用材料——例证加以证明，事实真实



可信令人信服;三是解决问题，即得出结论，印证提出的观点，
明确结论。

变化型，按思维路线，有三种形式：

一是简化式。即演讲词的三段式。1.序论，相当于基本型提
出问题部分;2.本论，相当于基本型分析问题部分;3.结论，
相当于基本型解决问题部分。常见的演讲词，尤其是即兴演
讲，更以此式进行演讲为便。

二是互置式。即基本型解决问题部分将其结论放在开头，直
截了当地把结论告诉听众，然后再进好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部分演讲。只不过首尾互置达到明显效果而已。

三是散论式。即兴演讲常用此法。这种演讲词一般较短，只
要抓住感情表达方式线索即可。

总之，演讲词的记忆，要抓住它本身的特征以及感情表达方
式，把握逻辑构成的基本型和变化型，眼口心综合记忆，记
忆力就会提高起来。但是，其中响读尤其重要。人要善于记
忆，强化记忆，发展记忆。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使演讲一步一
步走向成功。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五

有些人尽管不缺乏演讲准备的能力，只是苦于记不住自己的
讲稿内容，认为自己没有很好的记忆力而导致演讲失败的案
例比比皆是。那么，飞扬演说总裁演讲教练领导品牌，教你
应该如何记忆演讲稿!

画图记忆是记忆讲稿的一种办法。图画是具体形象化的作品，
最便于记忆，尤其是自己画的`图画。每次演讲稿的内容都可



以用图画表示，画好后，排上队，仔细看看，记住顺序。演
讲时，这些图画就会依次清晰地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这个
办法符合记忆特性，而且简单易学，初学者可以一试。

心理学家认为：思想和言语的表达有不可分隔的联系，前者
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外化形式。一篇好的演讲稿，
总是有明确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主题的。因此，记忆演讲稿，
首先要从意义人手，把握主题和中心思想，找出各部分“意
义的据点”，提纲挈领，在此基础上记忆全篇讲稿内容就容
易得多了。

演讲虽从语言体裁上看具有叙述格调和色彩，但从演讲稿上
看，它属议论文范畴。作为议论文，通常离不开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大块。因此，牢牢把握讲稿的章法
结构，就可以有效地帮助你记忆。

这个方法就像演员背记台词一样，让自己在记忆讲稿时进
入“角色”。心理学家认为：“情感主要是和大脑两半球的
活动联系着的”引起各种情感的条件刺激既有现实的第一信
号，又有现实的第二信号，即以词为条件的刺激物。可见，
言语是有表情性的。演讲稿中，有些内容具有深厚的感情色
彩，它能引起演讲者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使演讲时语气、
音量、语速和态度都不同于一般，因此，就很容易记忆。

机械记忆在演讲中有些地方是需要的。如一些人名、地名、
历史年代等，就要靠机械记忆。但是机械记忆并非只是死记
硬背，它也有灵活办法可寻。例如用对照法来记忆历史事件，
另外，还可以运用谐声、会意等手法，缩小记忆对象的信息
量，来达到巧妙记忆的目的。

即把要记住的各个事物(词)用联想连接起来。联想越是古怪，
记忆就越清楚。

一般，每天有四个记忆高潮点，是记忆的最佳时期：一是早



晨起床后;二是上午8-10点;三是傍晚6-8点;四是在临睡前一
两个小时。

最后，建议新老学员：尽量不要过于依赖演讲稿，否则更容
易使你演讲失败。

记忆的英语演讲篇六

各位同学：

我是来自高x班的xx。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忆端午浓情
飘香，承中华传统文化]。

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龙舟节等。其最初的起源可追溯至上
古时期的祭龙。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之正南中天，是龙
飞天的日子。后又有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跳汨罗
江自尽，人们也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端午节的起源
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蕴含着深邃
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是南北方文化杂糅的产物。

陆游诗[乙卯重五诗]有云：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
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
毕，一笑向杯盘。其中写到了端午之两大习俗——食粽以及
挂艾叶菖蒲。

粽子，早在春秋之前就已呈现，最初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
到了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明清，粽子又有了其他的寓意，比如在秀才参加科举考
试前，家中都会为其打算“笔粽”，模样细而长形似毛笔，
又谐音“必中”也讨了个口彩。

艾，又名艾蒿，其茎叶散发出的神奇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
化空气，同时也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菖蒲可提神通窍健



骨消滞杀虫灭菌。挂艾叶菖蒲是将艾叶于端午时悬于堂中，
剪艾力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妇人争相戴之，以僻
邪驱瘴。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榻，有驱魔法鬼之神效。期望
全家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年。

而如今，纪念端午文化的方式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但是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儿女对于传统文化的崇敬。粽子的取
材变得多样，也随着地域的不同而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呈
现出不同的花样，但是不变的是对于屈原的纪念。在医学技
术发达的当下，也许不再需要艾叶菖蒲来为家中净化空气，
吸烟滞尘，但此举依旧承载着人们对家里人平安无病的期许。
赛龙舟在现如今显然不可能是为了驱散鱼群，保护屈原的身
体，龙舟的样式也有所改变，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心中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现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传统节日的价值
和意义。对于我们而言，要由外而内的汲取端午文化，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真正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中。诗歌是文化最
好的载体，诵一曲[离骚]重拾一段不该忘却的文化记忆，塑
造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责任在每一中华儿女。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