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百家讲坛南昌起义演讲稿(汇总5
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
的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百家讲坛南昌起义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我是( )号选手。

没有阳光，就没有温暖;没有水源，就没有生命;没有父母,哪
里来的我们。人们说：母爱如水，滋润生长;父爱如山，遮风
挡雨。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或许你会问，孝到底是什么?孝是沉
香不怕艰难险阻，一定要救出母亲的赤子之心，孝是王祥为
了让患病的母亲吃上鲤鱼被刺骨的寒冰冻僵了的身体，孝是
一首动听的歌传诵至今，孝更是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华夏大地，五千年的悠悠岁月，长江黄河的滔滔玉液，孕育
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西汉的董永卖身葬父，东汉的黄香
扇枕温席，三国的孟宗哭笋，感动中国孟佩杰数十年如一日
的照顾残疾母亲，用单薄的身躯挑起整个家庭的重担。在艰
难里，她无怨无悔，坚守清贫，让传统的孝道充满每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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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夜郎自大有感》。



夜郎贵州的古称，史记，西汉使臣经过夜郎，夜郎王接见汉
使者时问他：汉朝和夜郎哪个大?如此无知的发问，引来一个
流传千年的笑柄，也成了贵州落后的代称。

矿产资源闻华宇，水火发电西送东。世界凉都展怀抱迎四海
宾，黄果树瀑布魅力接五洲朋，百里杜鹃百里红，梵净山高
云里通，安顺龙宫吉祥龙，威宁草海鸟国中，荔波漳江耀明
珠，雷山苗寨风情殊，侗族大歌原生态，彝族节日添风采。
遵义红色遗址，赤水长征豪情。茅台醉嘉宾，毛尖显乡情。
贵州景观得天独厚，贵州资源中国甲秀。

沿海工厂内地迁，栽下梧桐凤凰栖，经济连年增，涨了又
涨gdp,人民康宁，欣欣向荣。

我们是夜郎的后人，抹掉昔日的蒙昧，开足前进的马达，凭
借开发西部的东风，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我们有理由相
信，再过几年贵州还将改头换面。

昔日的夜郎已成往事，今天的贵州风生水起，通过一代代贵
州人的不懈努力，贵州大地已经盛开繁荣之花。

朋友们，请大家对我们的贵州刮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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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伏案读汉史，痛心项王不渡江!

当年，22岁的项羽率八千子弟过江东，克城破敌。 23岁渡漳
水，破釜沉舟，三万士兵杀得三十万秦军丢盔弃甲。

26岁他指挥起义军打到咸阳，推翻秦王朝，自称西楚霸王，
分封诸侯，号令天下。

楚汉之争的彭城战役，霸王千里出击，衰兵作战，数万楚军



打得五十多万汉军几乎覆灭。荥阳战役更是杀得刘邦狼狈逃
命。

可惜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军事家，最终他输在老谋深算的刘
邦手下。垓下之战，十面埋伏，霸王自感末日尽，一曲霸王
别姬，唱哭了无数骚客文人。

仓皇而逃的项王在乌江岸上，踟蹰不过，是无颜见江东父老，
还是怀念死去的虞姬呢?最终他毅然拔剑自刎，命献乌江，结
束了纵横吟啸的辉煌人生，年仅30岁。

项羽的悲剧启示我们干事业得讲究方法：居上者，当会用人，
无知者，该努力学习，创业者，应会守业。身勇不如智勇，
全面发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同学们，古人的成功、失败对我们有良好的教育意义，让我
们共同珍惜光阴，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汲取中华文明的精华;
让我们从读书中学习智慧，使自己的思想更加强大，从而把
我们的事业做大、做强，把我们的职业做好、做细，为国家、
社会贡献我们的光和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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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关于端午节的由来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者
屈原的节日。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
所在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的楚国
在列强环视的状况下，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
墨守陈规，没有改革的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
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

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采取的办法是偏



安一隅，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屈原
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
识，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得罪了
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

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
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
之心。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耀在中华
大地。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
的是什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
面对危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
弯的精神，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
屈原对于这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
情。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
民众和谐。

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知道自
己胸前的红领巾来之不易，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宽敞明
亮的教室，我们的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这都是我
们的父辈甚至我们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和平生活
的向往，扫净了自1984年战争之后弥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阴
霾，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拼搏来的。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玉可碎而不改其白，
竹可黄而不毁其节。”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励，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贡献
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呵护
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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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礼义之
邦”而著称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诚信、厚仁、重义、敬
亲、贵和、求新、好学、勤俭、奉公等道德要求，经过数千



年的不断陶冶、实践和发展，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
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其重视“精神生活”、“道德
人格”、“崇高境界”、“理想信念”、“诚实守信”在人
的生活中的导向功能，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目
光短浅、低级庸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来说，
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道德，只要我们
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吸取其精华、批
判其糟粕，传承其美德，抛弃其局限，并力求在新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
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
道德水平，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有助于“以德治
国”的实施。

为了使道德建设更好地深入人心，具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和通俗易懂的形式，还必须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人民群众
进行诱导、启迪和教育。特别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运
用“格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特点，使他们在青少
年这个便于记忆的时期，熟记和背诵这些“格言”，就能够
更好理解、感受和身体力行这些格言的内容，这不仅对当前
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有教育的意义，而且，在长大成人后，
对他们更好抵御各种不良影响的腐蚀，也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古代的思想家强调，对青少年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
就是要把必要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格言，对青少年“讲而习之
于幼稚之时”，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
成”，长大成人以后，对社会的正确的道德要求，也就能够
顺其自然、严格要求，也就不再会有格格不入“捍格不胜”
的忧虑了。

“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代要求，是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按照传统道德基本内容，把传统
美德分为爱国、明智、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改过、厚
仁、贵和、敦亲、重义、尚勇、好学、审势、求新、勤俭、



奉公、务实等18个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传统美德的
各个方面，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在当今社
会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格言”，这对于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
育和陶冶他们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加强
以德治国，培养民族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传统精神文化。

传统精神文化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
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
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这是一个民族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等
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
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
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
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
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的传统文化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传
统文化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
儿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