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青年微课堂演讲稿(优秀10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那么演讲
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家找寻
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一

大家下午好！由于组内老师的谦虚，我被推上了这个讲台。
说句实话，我很心虚。因为我一直很困惑：课堂中一个知识
点往往要经过几个回合的“搏击”，学生仍然不能在考试
中“出彩”。所以今天我拟的题目是：走在“高效课堂”的
路上。

1、主动就要求教师不包办，高效课堂绝不是“抱养”，而
是“放养”，不越俎代庖，让孩子多体验、多参与、多交流。

2、主动就是要给学生展示机会，成功的体验。教师应尽量让
问题细化、分类，让更多的同学参与讨论交流。让学生主动，
不是三分钟热情，不是做做样子，而是持续性的、一贯性的，
这样才会真正高效。

3、主动需要教师在集体中树立好榜样，让学生有模仿的对象，
有努力的方向。

4、主动就是要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多角度刺激，最大限度
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学生主动参与了，就有认识与实践，但要有更高的认识，还
需要从实践再到认识。因此，教师还应不断地创设情境，让
学生充分体验。“例不十，法不立”，对理科教学还是有一
定道理的。



其次，高效课堂应该是全员参与的。应该让每个学生都得到
发展、提升。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有很多困惑。

2、学生的展示与质疑，会偏离教学或预设。教学任务如何达
成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的高效，不是“形似”，而是“神
似”——让每个学生真正动起来，不仅是身动、心动，还要
神动。我想这该是我理想中的高效课堂。

以上是我个人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和自己对高效课堂困惑，请
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同学们，二外正在课改的背景下进行一场以构建高效课堂模
式为突破口的伟大改革。很幸运，我们成为了这次改革的见
证者和参与者，也是最后的、真正的受益者！新课改引领教
学理念的更新,逐渐摆脱过去的“满堂灌”和“一刀切”的应
试教育的模式，把过去“以老师为主体”的课堂向“以学生
为主体”的转变，让我们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把课堂还给
了学生，强调同学们的个性发展，也让课堂成为同学们展示
自我、施展才华和提高能力的舞台。所谓“高效课堂”，顾
名思义，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取最大教学效益的教学活
动，达到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这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
理想的终极追求。同时也是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快乐校园和
人文校园的根本要义所在。为了打造高效课堂，学校领导、
老师费尽心血，终于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探究式
分组合作学习模式。

组建六人一组，选出组长，明确成员分工，成立强弱帮扶，
互帮互助，制定个人学习目标，成立个人量化评比机制， 开



展竞赛活动，实行组组互动，组长给予检查落实，掀起比学
赶邦的氛围。新课改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的，只有
在集体中才能集思广益，共同成长。也就是说，老师应饱含
激情投入到课堂教学中，并以自己积极的情绪感染学生，以
高超的教学艺术引领学生，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各环节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各种新颖的教学方式激发和引
导我们的兴趣，引导我们去发现去创新。在课堂上开展一些
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让我们在活动实践中亲自体验、感悟，
这样更容易激发我们的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促进
我们的全面发展。作为学生，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则要做
到主动参与教育教学并积极认真思考，课前要充分预习，不
仅要完成好当天的作业，更要把第二天各科要教学的知识梳
理预习一下，有导学案的要将导学案认真完成，并挑出难点
和自己有疑问的画下来，准备次日与同学交流。

在课改的课堂上，我们应该在小组交流探讨时大胆提出自己
的想法，另外，在全班互动中也要认真听取他人意见。即要
保持一份激情、又要有一份认真的态度。不管是同学讲还是
老师补充，都做到耐心虚心的听；并要在合作中学会探究问
题、发掘问题，要在同学的交流中擦出智慧的火花，拓展自
己的思维。取长补短，才能更高效的学习。只有大家都积极
地投入到新课改中，才能建立起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新型、高效的课堂。其实，高效课堂在全国范围来说，已经
不算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再多的探讨最终还是在于落
实，“高效课堂”这四个字也不仅仅是一句口号，需要的是
每位老师与同学们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投入。

新课改赋予了它崭新的生命力，相信高效课堂会在全校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催生出最美丽的花朵！最后我想以一句广告
词结束我的演讲：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谢谢大家。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三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我与父母牵



手读书”。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每当我读一本新书，获一份
知识的时候，我心中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如
培根所说；“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让我们能够很
好的乘上时代的风帆，才能够让自己的人生更美好。

读书不仅让我乐不思蜀，也让我体会到“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境。”因此，书如同我生命中必不可少的
良师益友。

自从学校举行了我与父母牵手读书的活动后，读书的时候，
我的身旁总是出现了两个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
妈妈和爸爸知道了学校这个“我与家长牵手读书”这个活动
后，也加入了我读书的行业。

每天，我都与家长在空闲时读书。我们一同分享读书的乐趣，
共同讨论书的写作背景，共同讨论作者的的思想感情。

我是在读书中享受艺术美，享受其带来的无穷乐趣。我们时
而畅游在书的海洋里，坐着轻舟在三峡中勇进，去感受李
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喜悦，时而漫步
于塞外广漠的草原之上，去领略王维所点燃的直冲云霄的孤
烟，欣赏那动人且让人流连忘返的“长河落日圆”，时而欣赏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阳”如此
壮阔的岳阳楼。

而看书也使我们明白很多道理，比如：《西游记》使我知道
了做人要勇敢、善良，像孙悟空那样敢于承担责任，还要有
一颗坚持到底的恒心，要勇于克服困难，最终一定会胜利。
《三国演义》，让我们领略到诸葛亮舌战群儒的风采；《钢
铁是怎样练成的》让我体会到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与父母共同读书是件快乐的事。它已经成了我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多少个旭日初升的早晨，多少个星斗漫
天的夜晚，我都和父母在这片书海之中遨翔。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四

骄阳下，这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各种各样的花儿在这里争
奇斗妍。旁边伫立着一棵大树，静静地看护着这些美丽的花
朵。风姑娘时不时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这里，和树叶低声寒
暄几句后，就迫不及待地跑进花园，和花儿们戏玩起来，一
会儿摸摸花儿娇嫩的小脸，一会儿搔搔花儿的痒……花儿们
笑得花枝乱颤。当然，有时候风姑娘还会带给花儿们一些礼
物，这更令花儿们惊喜不已，以至每一次，只要听到风姑娘
的脚步声，花儿们便立刻兴奋起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花园里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看着此情此景，渐渐地，大树有点不高兴了。

他想：我成天站在这儿，当护花使者。为什么花儿们那么喜
欢风姑娘，一见面就亲热得不得了，我真是想不通。

由于没有风姑娘的推动，胖胖的乌云大叔根本到不了这里，
所以花园上空没有半朵乌云，炙烈的阳光在花园里，尽管大
树拚命张开长长的臂膀，努力地为花儿们撑出一片荫凉，可
是哪里敌得过太阳的威力。没多久，娇嫩的花朵们便被晒弯
了腰，又没有水喝，个个苦不堪言。

由于没有风姑娘的走动，花香根本无法传播出去，以至于蜜
蜂们无法闻到香味来采蜜、授粉，渐渐地，花儿们的后代越
来越少，一个美丽的花园渐渐地被杂草侵占，成了一个荒园。

大树也开始后悔起来，后悔当初自己的自私，后悔自己没有



珍惜风姑娘，珍惜幸福的生活。他现在是多么怀念昔日的快
乐情景啊!他大声地呼唤风姑娘，恳请她回到这里，但他那干
渴的喉咙却再也不能发出声音了。

烈日下，一个大花园，死气沉沉，没有一丝风。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珍惜每一分钟》!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关于一分钟时间的故
事。有一次，一个青年向着名教育家班杰明请教如何才能获
得成功，他们约好了地点与时间。等到时间到的那一天，青
年如约而至，可是班杰明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却让这个青年惊
讶不已，原来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看着青年惊讶的表情，班杰明马上说到：“你看我这房间，
太不整洁了，请你在门外等一分钟，我收拾一下你再进来吧。
”说完，不等青年开口，他就关上门，一分钟之后，他再次
打开门，并热情的招呼青年进入了房间，此时青年看到的确
是一切已变得井然有序。

青年在心里感叹班杰明的速度，可是，没等青年人把问题讲
出来，班杰明就非常客气地说：“好吧，你可以走了。”青
年人一下子愣住了，既尴尬又非常遗憾地说：“可是，我，
我还没向您请教呢。”“这些，难道还不够吗?”班杰明一边
扫视着自己的房间，一边微笑地说，“你进来已经有一分钟
了。”“一分钟?一分钟”青年人若有所思地说，“噢，我懂
了，您让我明白了一分钟的时间可以做许多事情，也可以改
变许多事情的深刻道理。”向班杰明道谢后，青年人开心地
走了。



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也是一个很耐人寻味，故事告诉了我
们一个道理，一分钟的时间非常恨短很渺小，但是却可以做
很多的事情，也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
数个一分钟构成，如果把握住每一分钟是我们人生活得有意
义的关键。所以同学们，珍惜时间，就必须从珍惜你的每一
分钟做起，从现在做起。只有把握好了生命的每一分钟，我
们才能踏上成功之路，攀上理想之巅，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早岁哪知世事艰”，在当今社会，我们的生活很安逸舒适，
有些同学就走向了生活与学习的误区：抛开学习，恣意攀比，
沉迷幻想，徘徊不前。孰不知世界上最快又最慢，最长又最
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易忽视又最易令人后悔的就是时
间。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从古
至今，凡是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他们都非常的珍惜时
间，他们都把握住了人生的每一分钟。只有缺乏意志、毫无
志向的人，才认为今天的事情没做完，明天还可以继续;也只
有这样的人才会一生庸庸碌碌，一事无成。

同学们，我们在学校这个知识花园里沐浴着时代的阳光雨露，
享受着一流的学习环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开学习而恣意
攀比，没有任何理由沉迷于物质而徘徊不前。对我们来说，
努力学习，这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只争朝夕，这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那么，你还在犹豫什么，就让我们从
这一分钟开始，刻苦努力、不懈追求，在学习的道路上将一
点一滴的知识积累，在人生的旅途中将一方一寸的风景珍藏，
实现自己的理想，让生命放射出灿烂而耀眼的光芒!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于是，孩子们失去了海洋。课堂，是指向过去的世界，还是



面向未来的时代？是以人类已经积累的知识为本，还是以人
的发展为本？是以单通道方式向学生进行灌输，还是引导学
生学会关心、学会学习、学会动手、学会发展、学会探究？
每一个答案都是后者，每一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完成第一种改
造：变“死”的课堂为“活”的课堂。课堂是教师耕耘的责
任田，但更是学生收获的庄稼地。课堂的主人是学生，你我
都不能取而代之。可我们经常看到教师为主角，学生成道具
的戏剧时时在课堂上演。我们何必高高在上？我们何必板起
脸孔？我们何必去牵着学生的鼻子？我们何必永远只会说指
令性的话语！难道面对前人知识、文化、聪明的精华，教师
与学生是不平等的吗？这样的教师角色，体现不出教师劳动
的创造本质，也贬低了你我的生命价值。其实，在课堂里，
老师、文本、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我想，学生
欢迎这样的教师：闻道有先、授业有道、解惑有法；学生喜
欢这样的课堂：平等、民主、自由。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完成
第二种改造：变“教师的课堂”为“学生的课堂”。

“课程标准”指出：“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书中乾坤大、笔下天
地宽。”前人早就告诉我们书本和实践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我们要完成的第三种改造便是：变“书本的课堂”为“生活
的课堂”。让家事国事天下事伴随着风声雨声读书声走进寒
窗；让书本上的铅字，跳跃成大自然的花红柳绿、鸟兽虫鱼；
让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目光穿越过去和未来，关注个体和社会。
不可想象：教育假如远离了学生鲜活的生活世界，怎能走进
他们的内心世界！抛弃那些无聊的让孩子讨厌的练习吧，多
读，多写，多实践，让我们营造一个真正的“大课堂”！

我们在课堂里辛劳跋涉，从冬到春，从秋到夏，且行且思，
知道唯有改造课堂才具有生命的活力！

作为一名教师，也许你也曾想：我的工作有什么意义，我上
的课，我在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话语，我给学生做的一张又一
张的试卷，它们到底能给孩子带去什么。当学生因此而惧怕



课堂，我们真的会黯然神伤。我们会想起自己做学生的时候，
也曾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也曾在这样的课堂里累积应试的知
识。我们必须对这段生活有所反思。

课堂是学生成长的摇篮，是教师实现人生理想的地方，它应
该成为师生向往的聪明乐园、人生殿堂。时代的发展需要我
们用崭新的视角去审阅课堂，未来人才的培养需要我们用全
新的理念去改造课堂。那么，新课程标准就是一盏明灯，它
指引着我们课堂改革的方向！改造势在必行，改造刻不容缓，
行动起来吧，在课堂里，我们将与新课程共同成长！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七

我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女孩。在工作面前，我自信，我能干;在
荣誉面前，我自信，我沉稳;在困难面前，我自信，我奋进。

在这里，最值得说的是我的性格。我宽容、豁达，好的事情
总记得，不好的事情总不放在心里。大文学家雨果说
过：“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在
天空宽阔的是人的心灵。”我总是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一
点，使得我不计较点滴的得失，总是有一个好心情，也能让
我和同学、朋友搞好关系，少了矛盾，多了快乐。这也是一
个大队委所必备的。

我认为自己很适合担任大队干部。首先，我热爱我的工作，
我有相当的管理经验，领导能力。我活泼开朗，兴趣广泛;我
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我脚踏实地、兢兢业业。

假如我能当选，我将进一步加强自身修养，努力提高和完善
自身素质，我将时时要求自己“待人真诚，办事公正”;要求
自己“乐于助人，尊老爱幼 ”等等。总之，我要力争让大队
干部的职责与个人思想品格同时到位。

是花，我就要开放;是树，我就要长成栋梁;是石头，我会铺



出大路;假如我是大队委，我就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航员。

各位代表，你们所期望的大队干部，不正是敢想敢说敢做的
人吗?我十分愿意做你们所期待的公仆。希望你们支持我、信
任我，投上你们神圣的一票吧!

一场成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运动场上体育健儿激情
的表演，更是一场动人心魄的大合唱!我把北京奥运比作一张
画，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支笔，不仅仅需要色彩的亮丽，
更应该追求整体的和谐。只有整体和谐，才是最美丽的画卷。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上奥运的赛场，
在五环旗下迸发光彩!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奥运舞台，用我们一
颗诚挚的心，为北京增添光彩!不在闪光灯下，不在领奖台上，
我们照样能成为奉献奥运的英雄!

作为伟大祖国的公民，我们应当找准自己的位置，用自己的
行动装点全民的奥运梦。你和我也许不会有像刘翔那样历史
性的跨越，但我们每个人跨出文明的一小步，中国社会将向
前迈出和谐的一大步。就像一个公益广告说的：“其实文明
就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在生活中不经意地流露着。

有时，多一个手势，对别人来说，就是多一份体谅。还有时，
多一点耐心的等待，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关爱。有时，多一
点分享，对别人来说，就是多一份温暖。文明是一种力量，
就像奥运火炬传递一样，在每个人心中传递，也能够汇聚所
有人的热情。就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讲文明、
讲奉献，关心奥运，支持奥运。用热情的笑脸，融化心灵的
冰川;用和谐的理念，再创礼仪之邦!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



怀揣着对新学期的憧憬和向往，我们又相聚在一起。

一、善健身、会生活

厉行每天锻炼1小时的宗旨，体育大课间要集健身、娱乐、文
化于一体，同时还要积极参与各项体育活动。尤其在马上要
开始的军训活动中大家更是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锻炼自我、锤炼自我。

二、懂礼仪、会合作

让每一天都从良好的礼仪开始，从清晨到校的第一声问候开
始。学校编写的礼仪三字歌涵盖了个人、学校、家庭仪、社
会、生活5个方面，大家要落实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同时学
校一年四季不变的作业“形体站立”，也希望每一位同学都
能做到。

三、会方法、乐学习

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比如：每天坚
持阅读的读书习惯;英语学科的说唱习惯;观察，思考、分析、
判断的思维习惯;闹中求静，静中求学，学中求乐，乐中优化
的书写习惯;倾听家事、国事、天下事，交流一天的所思所想
所做的表达习惯;记录反思自我、体验成长过程的反思习
惯……拥有这些良好的能力习惯，我们才能发挥出巨大的潜
能，受益终生。

最后再次祝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身心康乐，四季平安，祝愿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无论在生活的前台还是幕后都能唱得响
亮，活得精彩。

谢谢大家!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九

高效的课堂，这个名字对教师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有效、高
效的课堂教学永远是教师的追求。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教
师教得无味，学生学得无趣，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
高耗低效，是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进一
步促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最近，学校
发给每位老师一本名为(高效课堂)的书籍，看罢结合平时的
一些物理教学实践，有一些感想。

什么样的课堂是高效的课堂，这是一直困扰着大多数教师的
问题。读了(高效课堂)后我才真正认识到所谓“高效课堂”，
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取最大教学效益的教学活动，达到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目的，同时这也是建设和谐校园，建设
快乐校园的根本要义所在。高效课堂”主要研讨两个方面，
即教师与学生，也就是教与学，是研究主导性和主体性以及
二者的关系的。教师是设计课堂教学、实施课堂教学的，具
有主导型。课堂教学根本目标就是如何把知识同化在学生身
上，让学生领悟知识的本质从而达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
目的。教要出效率，出效益;学也是如此，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通过指导学生学习知识的方法，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
维，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理解得快，接受得快，记忆的也
牢固。

首先，在备课方面要准备更加充分，每节课上课前，要自己
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打算让学生获得什么?我打算让学生用多
长时间获得，我打算让学生怎样获得?我怎样知道学生是否达
到了要求?这课前四问能够让老师对于课堂有了大概地了解，
准备就要更加充分，做到不上无准备之课。

作为一名物理教师，课堂教学能做到上述几点，才会上出一
节节的高效课，有了这样一节节、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
一年年的高效课，学生自然就愿学、善学、乐学。有了高效
的课堂，就有了学生的更高层次的发展，就有了名校的产生。



为了这些目标，我要努力奋斗，让自己首先成为一个拥有高
效课堂的老师。

青年微课堂演讲稿篇十

大家好！

走过十几载春秋，听过一遍遍朗朗的读书声，做过一张张测
试的试卷，可唯有那为期一周没有教室、没有黑板、没有教
材的军训最令我记忆深刻。这也是课堂，它在我心中留下来
最深的烙印。

回想那段困难挑战，那是与炎热酷暑搏斗，磨练意志，超越
自我的七天。远离城市分喧嚣，离开舒适的温床，我们带着
未知和期待来到那里，参加军人的训练，应对种种前所未有
的挑战，理解烈日汗水的洗礼。

在那里，做任何事都要听口令，守规矩。单是就吃饭来说，
虽是件小事，但只要没有口令，有椅子也不能坐，有饭菜也
不能吃。必须要教官下达“请坐”的口令后才能坐下，如果
声音过大，就要起立重来，直到教官满意为止。要是你以为
坐下就能开饭了，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只是第一步，得等到
所有人安静就位，才能发出“吃饭”的口令开始吃饭。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在那里我养成了规则意识，
这也是课堂。

毫无疑问，训练自然是军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那里，我
们练习站军姿要手贴裤缝一条线，跨立、坐下要抬头挺胸向
前看。在七天里，这些动作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在训练场上枯
躁地重复，慢慢地不再有一声抱怨。军姿的纹丝不动，队列
的整齐划一，正步的铿锵有力，我们用心去体会军人的一丝
不苟，坚忍不拔。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那里我明白了自强不息的
真谛，这也是课堂。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这力量比铁还硬比
钢还强!”认真执着的神情呈此刻我们充满英气的脸上，喊哑
了，依然忍痛嘶吼着;腿疼得坐在地上，继续爬起，委屈的泪
含在眼里，往肚里咽。

直到今日，那句“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口
号仍旧回响在我的耳畔。那七天艰苦的生活，铁一般的纪律
给了我这三年应对种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这也是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