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大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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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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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从此“她”开始走向漂泊，只能“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
的快乐”。这篇于1932年发表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
藻》第12期上的仅一千四百多字的小说虽然还很稚嫩，但是
足以让我们感觉到张爱玲女性一直的最初现。在这篇小说中，
张爱玲运用跳跃式的叙事策略，简单而又深刻地展现了女性
生命的历程，而这样的历程恰恰就是女性纯洁美好生命被毁
灭的过程。

“她”在孩童年代拥有快乐和幸福，一旦迈入成年便开始成
为牺牲品，要被母亲许聘给纨绔子弟。为了自由，为了“打
破腐朽的积习”，“她”离开了母亲，而离开母亲的结果便
是没有了“奢华的生活”，只能漂泊。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张爱玲对女性独立自主的追求，虽然这样的追求还是
建立在女性反抗“腐朽的积习”的基础上的，还仅仅是女性
对婚姻自由的渴望，还没有深入到女性生存世界的根本，但
它毕竟张爱玲在其小说中首次流露出女性对自我的关注，因
而这种流露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

如果说《不幸的她》还仅仅是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的起点的
话，那么这样的起点自然是那么的不成熟。在《不幸的她》
中，作者还仅仅把导致女性的悲剧性生命历程的原因归结
于“腐朽的积习”，归结于母亲由于衰老而变得“昏悖”。
这种对女性悲剧性命运根源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
是可以克服和谅解的。并且，作者在这里只是把女性的悲剧



性生命历程作为新生生命成长必然要遭受曲折、痛苦来对待，
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以外，“她”的女性特征并不明显。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幸的她》仅仅是张爱玲小说
女性意识不自觉的流露。

《不幸的她》描述的是女性的悲剧生命历程，《牛》是控诉
男性强权对女性的压迫和侮辱，而《霸王别姬》则是女性对
自身男性附庸地位的自省。从这三篇张爱玲的少作我们可以
清楚地发现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逐渐增强的过程。《不幸的
她》中“她”还没有清晰的女性性别特征，“她”只是一个
简单而又模糊的符号，小说对“她”的抒写充其量代表了张
爱玲女性意识的偶露峥嵘。面对悲剧性的命运，“她”只能
逃离，在漂泊中度过自己的余生。

到了《牛》，禄兴娘子有了反抗男性强权的意识和勇气，开
始向男性权威发出挑战，小说的女性意识由原来的模糊逐渐
变得清晰。但是，禄兴娘子反抗的结果是当禄兴死后“她觉
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
渐地飞去”。女性对男性强权的反抗因为女性依附男性的根
深蒂固而宣告失败。再到《霸王姬》，女性对自我生命的关
注视角由对男性权威的控诉和依附又转向了对女性自身存在
形态的反思，女性开始感觉到由于依附男性所带来的女性自
身话语甚至是价值的丧失，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女性在反
思的基础上有了行动的抉择，即走向自我毁灭。[2] 可以说，
从女性的符号化到女性的被动性再到女性的主动选择，张爱
玲在她的三篇少作中完成了女性意识的化，即由原来的不自
觉逐渐转向自觉，由原来的从人的生存世界大背景来表现女
性悲剧性命运转向从两性关系的角度来发掘女性悲剧命运的
根源，并且上升为女性的自觉行动。

但是，女性用自我毁灭来证明自我存在的行为固然代表了女
性独立意识的绝对显现，也代表了女性主体意识的完全形成，
但是生命毕竟是最可贵的，没有了生命人的一切都无从说起。
因此《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勇气也正好说明了女性的幼稚和



脆弱，或者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孱弱。对于作家张爱玲来说，
《不幸的她》、《牛》、《霸王别姬》也仅仅体现了她的女
性意识的兴起，却没有完全达到成熟的地步。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在《俗世奇人》中，有很多有趣的奇人，可其中，最令人难
忘的就是苏七块了。

苏七块，名副其实的讲规矩，有人说他贪财、小气，可我觉
得不同，那就同我一起走进书的'世界！探索苏七块的生活一
番吧！

老话说得好“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早上好！

我叫xx，是一班的同学。今天，作为校园之星，站在国旗下演
讲我非常自豪。

上小学快一年了，上学总让我感到快乐和充实。由于在学校
里，我总能感触感染到老师的关心和同学的热情。我还学到
了许多许多的知识。

当真的立场和良好的学习方法让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连
续八次获得语文考试一百分，最近又获得一年级数学口算竞
赛一等奖。

我积极参加学校各项流动，在上学期卡拉ok比赛中，获得了
三等奖。我还参加了贺卡制作比赛，越野跑比赛。在比赛中，
我学会了团结，学会了竞争。



我喜欢朗读，喜欢写话，我的日记老是得四颗星，常常被老
师当范文读。老师还说我是位能替父母分忧解难的`好孩子，
别看我小，在家里我还能常常帮助妈妈照顾一岁的小妹妹。

我喜欢我们的学校，我喜欢在这里学习。老师们同学们，在
鲜艳的国旗下，我向你们保证，我一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
学习中去！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孔乙己也许是一个困窘、落魄的人，也许是一个自视清高、
死要面子的人，又也许是一个被人嘲笑的下层的知识分子。

其实，如果不是当时的封建科举制度，孔乙己说不定还是一
个名人呢!只是被毒害深了，便拔不出来了罢了!春秋时期的
孔大圣人不是也是满口的之乎者也嘛，只能说孔乙己不懂得
随着新的时代脚步前进。

那"回"的四种写法如果不是作为在封建社会的卖弄品，在当
今社会上知道它的应该是屈指可数的。所以我们不应该被早
已腐化的某种东西所蒙蔽。作为新世纪的我们，应该在发现
腐化现象之后，及时创新，用新的优秀的东西来代替它。不
能像文中的孔乙己一样，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愚民的政策会变
得麻木不仁，剥削阶级损人利己的本质使人民变得自私和冷
漠。

这是"雄心壮志",是对功名的渴求，是远大理想的出发点，但
他失败了，连个秀才都没捞到;这是自我的放任，他好喝懒做，
放弃了自己谋生的路;这是迂腐，满口之乎者也也只为了掩盖
失败;这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堕落，失落，一贫如洗的他决
定去窃书。这个人热心，善良，童心未泯，他乐于于别人相
处，集人的优点。但是对于"读书人"这个词的忠诚剥夺了一
切，没有得到得到功名的孔乙己失去了一切，他命运凄苦，
人生惨败。对他，是不公平的!他没有任何错，真正有责任的



是这个社会，是那些冷漠的眼神!他生不逢时，他的遭遇反应
了一段岁月的冷漠，一个时代的没落，一个旧制度的腐朽!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呐喊》是鲁迅先生自《狂人日记》后的第二本经典小说集，
它是中国的名著。同样也是世界的名著，这本书中有些文章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例如有《故乡》，《药》，《孔乙己》
等等鲁迅先生的名作。

在《藤野先生》中鲁迅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日本的首
都东京留学时，看到和听到当时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从而使
鲁迅先生强烈的爱国意识苏醒，医学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
此他弃医从文，从此投身文学的知识宝库中。

鲁迅先生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八个字来概括了那时的
中国人民，以及对于他们的怜惜和悲伤。

《孔乙己》中那个因为家境贫困好吃懒做，无所事事，社会
层次低而又向往社会上流阶级的生活的孔乙己，从孔乙己在
澡堂是人们取笑的话题，在生活中他常常以偷为职业，在最
后因为偷了有钱人的书后被打折了腿，最后还是默默地离开
了人世。

《故乡》中那个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豆腐西施”，还有和
剧中主人公从小玩在一起的那西瓜地上银项圈的小英雄闰土
见到老爷时欢喜而又凄凉的神情，从而体现了当时人民的麻
木，在受到封建势力压迫和打击下的情形，而《药》则更能
够淋漓尽致地表现这一点。文中凶暴残酷的刽子手康大叔，
因为小儿子小栓的痨病而拿出所有家档去买了个人血馒头的
华老栓，和那些在茶店里议论纷纷的茶客，但是文中最不幸
的就是因为革命而被处死，最后用自己的血作了人血馒头而
牺牲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康大叔



的残酷，卑鄙，仗势欺人。华老栓的愚昧，迷信，麻木，茶
客们的盲从和人与人之间的势利，夏瑜的英雄气概但是完全
脱离群众的革命是无法成功的。

《呐喊》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
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
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
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

《呐喊自序》和本书前面的《我是怎样做起小说的》我一开
始便看，从中我更易走进鲁迅的文学世界，而且较能深刻理
解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涵。他曾用忧愤深广行容呐喊的文章
基调，我通过与其他文章的对比，感到鲁迅的是要更深刻更
深沉些，震人心魄又引人入胜，读之使人欲罢不能。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作者通过狂人的叙
述，揭露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
历史；披着“仁义道德”外衣的封建家庭制度和礼教，其本
质是吃人。作者描写狂人的多疑敏感、妄想，都有病态特征。
狂人对封建势力作得象征性描绘，将写实的手法和象征的手
法结合得天衣无缝。文章的语言读起来有点乱，但实质是表
达被压迫 人民的心声，然后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似狂人的象征
对社会批判的一个形象。

《孔乙己》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中没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穷困、潦倒、迂腐、麻木的孔乙己，在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
摧残下终被封建社会所吞噬，抨击了国民精神的麻木和社会
对苦难者的漠视，同时对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进行了谴责。
通过“我”的叙述来塑造人物，显得真实可信，栩栩如生。
我认为从那句“窃书不能算偷”，完全展露了旧时代知识分
子的那种愚钝和清高的自欺欺人的形象。

《药》是写了革命者不被理解的牺牲了，而人民又愚昧地用
革命者的鲜血做人血馒头医治痨病，发人深省地剖析革命的



失败原因。用“华”“夏”这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姓氏作为
流血者和吃血者的代称，其强烈深远的意蕴极为丰富深长。
全文没有明写革命者，通过写出旁观者的反应和一些人的不
觉悟，更将悲壮的气氛成功渲染，最后更用坟头比喻祝寿的
馒头，使人深思，文章格调阴沉，读来震撼人心。

呐喊中最使我启发的是以上的几篇，但其他的文章也是同样
的深沉，使人警醒，鲁迅的文笔幽默而讽刺，披露了当时黑
暗的社会，愤怒中的指责只是希望麻木的人民能醒觉，而尖
锐有力的文字是希望沉睡的中国苏醒，焕发中华雄风。

小说演讲稿三分钟篇六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名叫《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
事让我记忆犹新，其中我最喜欢一则名叫《项链》的故事。

《项链》的主角玛蒂尔德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但由于出生
卑微，所以嫁给了一个平凡人，过着平淡的生活。但是，玛
蒂尔德十分虚荣，常常想象自己是某个家族的贵妇人。在参
加一个舞会时，他借了女朋友的一条项链，并在舞会出尽风
头。而然舞会结束以后，她和丈夫发现项链不见了。为了还
女友那条项链，他们俩找遍了几家珠宝店，终于找到了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但商家报出的价钱不是他们的家庭可以接
受的。他们的生活从此改变：由小康家庭变成了一个一贫如
洗的贫困户，玛蒂尔德也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在债务还清后，
她看见了那个女友，并和她说明了一切。当女友知道那是一
条真正的钻石项链时，十分激动，告诉了玛蒂尔德，当初她
借给玛蒂尔德的是一条假的项链，只值500法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活总是在波澜不惊中塑造人的心性，
曾经的`高傲和虚荣经过生活的洗礼，沉淀的更加朴实和务实。
也许，十年劳苦洗去了一身铅华，但是却也给人带来新的启
迪和思考。



现实中也是一样的：一个女的嫁给了一个有钱的炒股人家，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可是，在一年之后，那个富人炒股炒赔
了，还欠了很多债。为了还债，从不洗衣做饭的女子卸下了
架子，当起了家庭主妇。最后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还小赚了
一笔，后来慢慢发展，重又回到了以前风华的富家女子。

看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许多道理，这本书还让我看到了社
会的丑恶和危险，是一本值得好好品读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