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
讲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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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篇一

小时候，我常去刘姥姥家蹭糖吃，只要我对她哈哈哈一笑，
她便明了，就立马跑回房间拿出几颗糖，用她那双枯瘦的手
捧着，让我自已拿，我用手一抓就抓一把，站在我身后的爷
爷总让我放回去几颗，当时的我也没有什么不开心，便精心
地挑出几颗放回去，我们每次一到，她就摇晃着瘦小的身躯
去门后拿出三张小木椅，不久她便和爷爷就聊起了闲话，而
我自然是在旁边吃着糖。

我模模糊糊的听到刘姥姥自己说：”这小卖铺的生意惨淡了，
人老了，也没了可挣钱的工资了，”只因她是单身户，她靠
着活命的只是一个小卖铺，之前有个姐姐死了，有三个表亲
也常年没个来往，断了，此外也就没什么亲人了。

刘姥姥有一条腿经常发病，有时帮别人送快递，别人还总怕
她把快递摔坏了，她另一条好点的腿也有病，每到春秋时那
条腿都会被她抓的出血，有人说她以前一直是穷人家的残女，
没有小伙子能看得上她，所以到现在依然是单身且残的厉害
了。

一天傍晚，爷爷又带我去了她家一趟。当时看到她手里拿着
一个大包，艰难地扛在肩上，爷爷示意让她先放下：“你真
的决定要走吗？”她嘀咕道：”我只能离开了，你看我那小
店子自从被别人说里面的东西是过期的后就很少有人光顾了，



如果我还没出去找份工作，后面咋活啊，我可不想就这样等
下去”，她边说边拿出一大包糖给我：“你吃，以后可没糖
糖吃了哦，这是我给你留的要慢慢吃哦！”她灰白的脸上露
出了那被岁月刻上的微笑，那笑是那么的温暖，似是暮野四
合之下的星子，细细碎碎的，点映着我几年的回忆啊！

望着她那一瘸一拐的背影，心想愿上帝保佑她少受点风霜吧！

那天，我坐车放学回家，我好似又看到了她，便急急地下车
跑上前问你是我作文爷爷的邻居刘姥姥吗？那人摇摇头说她
不是，但她认识一个叫刘姥姥的人，说完她便指了指对面那
位弓着腰拄着拐杖正在发传单的人。我好像看到了希望，赶
紧从口袋里掏出了当年她给我那包糖，几年的光彩色的包装
已经发白，里面的糖也已经缩成一团了，我当时没忍心吃，
因为都是我最喜欢吃的糖，且还是刘姥姥临走前留给我的，
爷爷说留个念想吧，就一直放着，没吃。

看着她那越发干瘦的背影，我的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味道！

几天后一个清晨，爷爷告诉了我一个极为不好的消息，刘姥
姥死在了她父母的坟上。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着圈圈，每想
起她给我的糖，我时常惭愧，也时常后悔！

再见了刘姥姥！愿您在天堂的那边过的安稳、平和、幸福，
更多的温暖给予您！

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篇二

第一步，判断作文类型。材料一是经典文化作品中人物的话
语，材料二是2022年冬奥会冠军获得者在微博上的话语。从
类型上看这是一道传统文化+时事热点的组合类材料作文题。

第二步，解读材料。材料一是出身底层的刘姥姥告诫因“家
里冬事未办”而吃酒闲寻气恼的女婿的话，“守多大碗，吃



多大饭”，劝诫女婿要认清自己的境况和身份地位。

这里的“守多大碗，吃多大饭”指的是要了解自己、发现自
己、认清自己，有自知之明。如果达不到他人的水平，也不
好高骛远，不自怨自艾，不自暴自弃，盲目伪装、盲目追求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材料二是2022年冬奥会冠军获得者谷爱凌发在微博上的话，
关键词是“创造历史”“突破个人界限”，指的是要打破自
我的局限性以让自己获得完善、提升。

第三步，关注提示语。材料提示语是“综合理解以上两则材
料，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叙写你的经历和体验，或表达你
的认识与思考”。

“综合理解以上两则材料”，提示我们必须综合理解两则材
料的含义，而不能抛开一则材料只去谈另一则材料。

综合材料，可以明确“守与破”是本次作文的核心思辨主题，
具体分为人应该在“认清自我，有自知之明”之下去“突破
自我”，在脚踏实地的前提上突破自我，在知限的范围内不
断突破自我；或者辩证的看待与“认清自己”“突破自己”
的关系：“认清自己”是“突破个人界限”的前提基础；敢
于突破个人界限，可以更好地认清自己。

“联系现实写一篇文章”，要求考生结合自己的身份、经历、
现实，能够产生共鸣。“叙写你的经历和体验”更适合写记
叙文、小小说，通过讲述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见解。“表达
你的认识与思考”更适合写议论文，但不可文体不清。

第四步，列出导图框架。写作时，考虑好使用什么结构的文
章，正反面事例和名言等，最好画出思维导图。

料一：《红楼梦》中刘姥姥告诫女婿：咱们庄稼人，守多大



碗，吃多大饭。

在《红楼梦》中，刘姥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不论是从
巨著架构的作用上，还是从“另一只眼看贾府”的繁荣落败
史上，亦或刘姥姥本人的性格启示上，都是刻画地极为成功
的人物形象。她是农民，但她又不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浅陋
愚拙的农民，相反，她是一个看透世态人情的世故老人，是
一个世事练达的生活智者。她的人生智慧来自于农耕文化传
统的生活经验，是中国几千年人情世态经验的积累，是中国
这样典型的农业社会人际智慧。这种根植于农耕传统的智慧
既有经验性又有时代的局限性。

刘姥姥告诫女婿的这句话，虽然有原文具体语境，但抽取出
来作为作文原材料，就有了语境的自足性，这种精简的类似
名言警句式的自主性，在内涵上往往呈现扩大化的特点。某
种程度上，刘姥姥这个人物或多或少就有了象征意，她的话
也就有了更普遍的哲理意味。

这是刘姥姥从自己的身份——庄稼人的定位出发谈处世的经
验。这种经验，从传统农业文明阶层固化角度看，是劝女婿
明确身份，安守本分，这是固守土地的底层农民的生活智慧。
地多粮多碗就大，地少粮少碗就小，本事与生活质量要匹配。

刘姥姥的这种生活智慧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了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生活欲望低而易于满足；行为上趋
于保守，不敢超越边界，不愿寻求变化，缺少创新与突破。

守多大碗，就是让人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认识自
己有多大能力。吃多大饭，就是让人在自己的能力基础上，
扎实奋斗，不要好高骛远！

材料二：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荣获两金一银的运动员谷爱凌
曾在自己的微博上这样写道：创造历史，突破个人界限一直
是我人生量大的追求。



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篇三

《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我十分钟爱的文本，如何最大限度地
挖掘其作为课文的价值，是我在备课时反复思考的问题。我
希望我的课，能让学生了解刘姥姥的形象，体会刘姥姥带给
大观园内众人生命能量的释放，并能以这一篇课文为切口，
打开阅读《红楼梦》的一扇窗，从而了解曹雪芹的悲悯情怀。

时隔半年，回头再看自己的课，有些心虚，总不愿意看到自
己课堂上捉襟见肘的尴尬。但是，鼓起勇气回看并细细整理
课堂实录后，我还是要为自己这堂课的几处优点竖起大拇指。

下面，我来谈谈这节课的几个优点。

1.选点聚焦，一线串珠

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引起的这一场“欢笑”是全篇最精彩的
片段。凡是读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被刘姥姥的诙谐和众人的
笑态逗乐，从而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聚焦于“笑”，由
此展开研究讨论，来认识众人，认识刘姥姥，认识红楼梦，
是我设计的基本思路。

因此，我以“笑”为线，串起课堂的三个环节——“笑”里
的美与丑、刘姥姥的善与耻、《红楼梦》的笑与泪。

第一环节，探究众人的欢笑到底是对刘姥姥的耻笑，还是生
命激情的自然绽放。也就是说，这一场笑所展示的到底是人
性之丑还是生命之美。第二环节，探究刘姥姥带来这一场欢
笑，到底是卖丑牟利还是展示淳朴自然，来认识探究曹雪芹
对刘姥姥的态度。第三环节，来探究曹雪芹“一把辛酸泪”
的大基调下，看待这一场“欢畅的生命之笑”时的情感，从
而认识曹雪芹的悲悯情怀和《红楼梦》对于生命与美的礼赞。

因为聚焦，整堂课眉清目秀，思路清晰。



2.诵读推进，思辨提升

篇幅很长，文句难懂，教学难度大。因此，我以诵读为推进
教学的重要手段。

在第一环节中，我精选了“众人先是发怔，……也有忍着笑
上来替她姐妹换衣裳的。”这一经典段落让学生诵读。通过
诵读，体会众人的欢笑中所展现出的不同的性情。若学生感
受不深，则重读、细读、抓住关键词品读，从而让学生去体
会在这一场欢笑中，各自生命状态的自然呈现，感受生命中
最恣意纵情的欢乐。

第二环节中，我精选了两段话让学生诵读。第一段是“贾母
这边说声‘请’……，两眼直视，一声不语。”第二段
是“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上。”在
这两段话中，我让学生细细品读刘姥姥的话、刘姥姥的神态、
刘姥姥的动作，去感受刘姥姥的滑稽诙谐。在学生有了感受
的基础上，再来思考刘姥姥逗笑众人的目的。

第三环节，依然让学生诵读。我选取《红楼梦》开篇词和预
示结局的判词让学生诵读，从而从整体上来思考幕后注视着
这一场欢笑的作者那悲悯的目光。

如果说，诵读是课堂推进的基础手段，思辨则是课堂推进的
高阶能力。

三个环节，精心设计三个主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辨。

三个问题，都需要立足文本，抽丝剥茧认真分析，才能透过
这一出戏喜剧感受曹雪芹对生命之美的赞美，对刘姥姥作为
草根强大生命力的礼赞和对于美好生命归于毁灭的深深悲悯。
问题的设置很有争议性，正是这些争议性，能够激起学生思
维的火花，推进其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提升其思维水平。



3.立足单篇，观照整本

著名特级教师王君老师认为，如果能立足一篇而带出多篇，
或者立足一篇而引出整本，让文本充分发挥“跳板”的功能，
那么，就能更好地实现统编教材“1+x”的编写意图，从而为学
生打开阅读的新境界。

在这篇课文的“阅读提示”部分，提到“也可结合整本书，
了解这个人物在全书中的作用”。虽然提示的侧重点与我的
问题的设计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但是其由“一篇”到“整
本”的阅读设计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堂课中，我紧扣聚焦点“笑”，来思辨曹雪芹在写这一
场欢畅的笑时，内心是欢乐的，还是会痛苦的。而我选取的
助读内容，则抓住曹雪芹概括全书内容的开篇词“满纸荒唐
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及预示着故
事结局的判词“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既希望引起学生的深
度思考，又能够让学生对《红楼梦》有粗略的认识，从而引
起他们阅读整本书的兴趣。

不可否认，这堂课的优点是相当突出的。

1.丰富诵读形式，更大限度地发挥诵读的功能。可以在课堂
上范读、齐读、学生演读等，让学生在诵读中代入角色、体
会情感，从而既培养学生诵读水平，又通过感性认识的提升，
为理性认识的思辨做准备。

2.搭梯子，做铺垫，更充分地激活学生的思维。如，在第一
环节中，可以将这一场欢笑的场面与林黛玉进贾府时的肃穆
场面进行比较，也可以与元妃省亲时敬慕伤心进行比较，让
学生体会刘姥姥的俗带给大家的生命力的释放，从而进一步
认识那一场生命之美。

3.提升思辨逻辑，训练思辨能力。思辨是这堂课重要追求，



但是在整个课堂的推进中，学生的思辨能力的提升体现不够，
学生的思维未被真正激活，课堂并未呈现思维之花处处绽放
的曼妙场面。因此，在点拨时，教师的语言应更精炼、更具
启发性，从而真正训练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艺术殿堂。能够在省赛这样
的大平台上展示自己对语文教学的微末思考，对我个人来说，
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成长。这次的课给了我极大的启示：语文
教学，既要俯瞰文本，又要贴地而行。

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篇四

《红楼梦》在第40回时，写道贾母来到大观园，自然领着刘
姥姥都见识见识，先到了潇湘馆。刘姥姥让着贾母等众人走
大路，自己却走有土的小路。不防滑倒了，众人拍手“哈
哈”大笑。游玩尚毕，该到吃饭的时候了。贾母说：“把那
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近我这边坐着。”凤姐递
眼色与鸳鸯，鸳鸯便拉了姥姥出去嘱咐贾府里的规矩。薛姨
妈吃了饭过来的，在一旁吃茶。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
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人一桌，刘姥姥傍着贾母
一人一桌。刘姥姥入了座，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
来是凤姐、鸳鸯那般商议好了的，来捉弄姥姥，故意给她了
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很重），刘姥姥好半天拿不
住：“这叉爬子比俺（家）那铁锹还沉，哪里犟得过它。”
又引得众人大笑（不已）。

凤姐故意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说“请”，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
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
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了。

地下的无一不（笑的）弯腰屈背。也有出去蹲着笑的，也有
忍着笑，上来替她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



这里要说明几个问题：

一，封建社会的大家贵族，是靠着人民的辛勤劳动去搜刮民
财，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达到荣华富贵的地步，整天享乐
主义第一。反过来讲，却看不起劳动人民，拿劳动人民取乐
开涮。刘姥姥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靠边走路，给姥姥安排
沉重的筷子，送一碗她没有见过、吃不好的鸽子蛋，这些都
是体现了贵族阶级玩弄劳动人民的感情事实，视下层人民为
粪土的阶级差别特别浓烈！

二，封建社会的君臣之礼、人与人之间等级分化的观念，在
这里彻底的发挥出来了。人的论资排队，座位的高低先后，
祖宗、夫人、小姐、丫环、下下人的等级森严制度，贯穿始
终。就拿贾母、王夫人身边的丫环来说，她们就比其他的丫
环高傲、自信，因为沾着主子的威风！而那些一般的姨娘、
卑妾，有些还没有她们的地位高呢。

这就形成了地位低下的人们，没有什么尊严可讲。她们的命
运，连权臣和贵夫人的宠物都不如，刘姥姥不能与其同桌，
失去了应有的人格尊重。刘姥姥正是下层人民的一个宿影，
与王公大臣及其家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赞作者的文学艺术造诣。

贾母拍着“心肝”宝玉，以她为中心的贾府母仪天下和喜欢
孙子的风貌展现无疑；王夫人知道凤姐的“鬼劲儿”，胸有
成竹而又知人善任的她，风范亲垂纸上；薛姨妈的喷茶，体
现了一贯默默无闻的“老好”性格；宝玉的娇气幼稚，黛玉
的儒雅体弱，湘云的豪爽大度，探春的爱美干净，惜春的开
朗娇嫩，下人的忍俊不禁，都刻画的恰如其分。

唯有凤姐和鸳鸯，没有笑出声音。这两个始作者的鬼把戏，
她们自己心知肚明。可见，作者对丫环鸳鸯的狐假虎威、凤
姐的霸道歹毒，真是刻画的`是入木三分！



虽然是长篇小说，曹先生没有乱用词汇。“多一字必减、少
一字必增”的这种严谨的治学理念，确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的！他让人们“笑”在心里，“笑”在书中。一种悲戚
的“笑”，让人回味无穷。

刘姥姥进大观园演讲稿篇五

刘姥姥：《红楼梦》中的人物，农村老太太，女婿是贾府的
远亲，家境贫寒。她替女婿去贾府乞求资助，进了贾府的花
园大观园后，目不暇接，处处感到新鲜。眼花缭乱：看到纷
繁复杂或色彩耀眼的事物而感到迷乱。

[例]说着，她在前面引路，进了那洋楼下，就引到一个客厅
去。这里陈设得极华丽，两个相连的客厅，一边是紫檀雕花
的家具，配着古董；一边却是西洋陈设，和绒面沙发。简直
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眼花缭乱。

[例]憨老汉下了火车，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看着天津卫劝
业场马路两边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得出
神了。

刘姥姥坐席——出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