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和平的演讲稿(通用6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
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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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的演讲稿篇一

自由是一只被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在别人眼里，它过着无
忧无虑的生活，可自由却不这么想，它觉得自己除了吃就是
睡，活得一点都不快乐。

这天，是国庆节，许多人来动物园。自由爬到护栏上，朝人
们大喊：“放我出去!”但是人们听到的是好几声怒吼，以为
自由得了狂躁病，连忙叫兽医来。

自由被连打了几针镇定剂后，最后安静下来，它喃喃自语道：
“我虽然叫自由，可却一点也不自由，我必须要逃出这个鬼
地方!”于是自由开始制定起“越狱”的计划来。

之后，自由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一向等到天亮。这天风
和日丽，让自由的情绪更加好起来。但人们却害怕得要
死——谁亲眼看到有一只老虎在街上不会吓得尿裤子?人们纷
纷尖叫起来。自由听着心里很不舒服，扑到人群中“嗷呜”
一口吃掉一个人，尽显王者风范，却不想自己会使警方出动。

如果你在动物园里听到几声怒吼，那肯定就是那只叫自由的
老虎在“向往自由”了!

和平的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自由在一本本童话书中。在很小的时候，读的最多的是那些
王子与公主的唯美的爱情故事，他们都试图摆脱物质上的束
缚，突破重重困难，只为寻找到那属于自己的爱情。而在我
看来，那不仅仅是爱情，更是敢于突破自身和困境，寻找那
来之不易的心灵上的自由。在我心中，自由就是那最后的大
团圆，是永恒的欢声笑语，是永远的爱与被爱。但随着年龄
的增长，却发现，爱不会永远的存在每个人身上。在这个世
界上，还有着许多被遗忘的人，他们或许被战乱所害，或许
被贫穷所困，他们在生死间挣扎，为满足物质生活而奔波，
他们缺少爱，缺少关怀，因此得不到心灵上的自由。

自由在哪？在我少年的生活中，一直有着对这个问题探求的
渴望。在那个黑暗的中世纪，许多哲人探寻着自由与爱。于
是，但丁的《神曲》引领我寻找爱，寻找自由。在那黑暗的
地狱是不爱人者的居所，是夺他人自由者的囚笼，在这里的
所有人都被功名利禄等心魔所困扰和折磨，以至于接受惩罚
的煎熬。那美丽的，拥有着朝阳的炼狱给予了渴望爱渴望自
由之人新的希望，他们通过心灵的修行，渴望摆脱心魔，不
断追求心灵的自由。而那充满着爱与被爱的天堂，则是真正
的自由之地，因为在这里的人们心灵纯善，互爱互敬，相处
和谐。寻找是《神曲》的主题，自由则是它寻找的目的。原
来自由是要被寻找和发现的，它蕴藏在每一份爱人者的身边，
爱着他人，不仅给予了他人自由，也给予了自己自由。

如今，我在我们的先哲那里发现了自由的更高境界。《礼记》
曾经为我们建造了一个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外户而不
闭”，人人无心作恶，这叫善的大同。孟子提倡“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上老有所养，少有所依，
贫困之人也有着来自他人的救济，没有人自私自利，只顾自
己的功名利禄；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去追求心灵、
精神上的自由。但“敬人易，则爱人难”，想将“爱人”普
及到所有人，是十分困难的，这就需要极高的素养，需要人



与人之间互敬互爱，真正做到心中无我，只有他人，这就需
要我们努力突破心灵的束缚，扔下一切思想上的自私与小我，
这样做就能得到心灵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愉悦惬意，达到真
正的自由。

所以，自由不是凭空而生，它从爱中而来，只有对他人，这
个社会，对世间的一切生灵都饱含爱意，这个人才会获得真
正的自由；当每个人都处在爱之中，整个社会就会获得真正
的自由。

和平的演讲稿篇三

说起礼仪培训，有的员工欣然接受，有的员工消极抗拒，也
有的员工强烈反感，而我，就是那个强烈反感的人，我讨厌
传销式的口号：好、很好、非常好！我也讨厌固定的煽情演
练，讨厌没有建设性的发言和单调枯燥的泯灭个性的操作礼
仪。

碍于制度和身份，我，消极的抵抗着。一小时、两小时，一
天，两天。但，昨天，当曾行长二话不说撸起袖子与谭柏洲
共当责任时，当同事们一次次用他们的激情的呐喊来释放对
同伴的支持时，我，忽然有些震撼。

他们比我傻吗、他们没有个性吗？他们不喜欢自由吗？

不、不是！他们只是在自由和责任的抉择时，选择了后者。
当他们的个性与组织的目标相冲突时，他们选择了牺牲自己
的个性去服从于组织的意志。

有人说，局势如此，我奈若何？

那么，作为一个农商行人，你，甘心吗？在宣恩这块热土上，
我们拥有最大的市场份额，最多的营业网点，最忠实的客户
群体，只要我们改变，一切，都来的及。



如果我们都按照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强化自己，那么我
们将会达到最理想的高度。当我们每个人都做力所能及的改
进，那么，聚沙成塔，我们这个组织，收获的将是跨越式的
提高和进步。我相信，单调而重复的礼仪，枯燥而刻板的操
作，不是对自由的唾弃与扼杀，而是对责任的接受与承担，
不是对个性的摧残和毁灭，而是对精神的淬炼和升华。

当我老去的时候，当我带着孙子路过农商行的摩天大厦的时
候，我会骄傲的对他们说，看，这就是爷爷为之奋斗了一辈
子的地方。

到那时，我会说，我用责任诠释了自由。

和平的演讲稿篇四

青春期伊始，当我把这句话作为信仰，并且试图追求它时，
整个世界是与我做对的。我曾带着疑惑去询问长辈，老师，
得到的答案永远是否定;我以为朋友能懂我，当他们觉得我在
开玩笑时，我感到了忧伤。

青春期幼嫩的芽儿经不起摧折，我只能选择沉默，却不安分。

我相信生命，更追求自由。至少那时的我，无所畏惧。

在一次次的叛逆与逃离后，我的父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尽
管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勇气从何而来。

“主意不错。”我没有表现出恐惧，并能清楚地看到他们脸
上的惊讶与失望。

在说明书的指导下我很容易就搭好了帐篷，不错的开端。接
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无聊，可新鲜感还未消散，我还是
感到很惬意。我坚信在这难得的一天我会过得很精彩。正值
盛夏，青草绿的发油，草香混着泥土朴实的气息让我昏昏欲



睡，我斜躺在草丛里，看着天空绵密的云，微风像温柔的手
轻抚过发丝，脸颊，我从未觉得如此自由过，甚至在很多瞬
间，都能体会到灵魂漫入云端的喜悦。

余晖万丈过后，天边星子如乱棋。第一个独自在外的夜晚，
夜空繁星璀璨，熠熠生辉。想唱首好听的歌，或者静静享受
着静谧，可当潮湿的水珠打在我的脊背，蚊虫开始叮咬我时，
我越来越烦躁不安。无心再享受，钻进了帐篷之后我的身体
开始发冷，妈妈为我准备的薄毯披在身上，我发现我开始想
念父母了。

我怎么能说后悔呢?尽管我已经开始后悔，可是我并不想承认。

野外的夜晚并不寂静，田野里，小河边，四周，到处都虫鸣
蛙叫。我的听觉，视力比平常好像发达了数千倍，偶尔树枝
折断的声音都能引起我的警惕，映在帐篷上的草丛被风吹动
的影子好像快要把我吞噬。胆战心惊，我不能停止一些想象。
我想象着月亮真的像电影里一样变化，被一朵暗云遮住，又
逐渐变得半遮不遮，可是透出的光却红的诡异;我想象着远处
小山包突然慢慢移动，一点一点逼近我。

我害怕了。

我忘记了那个夜晚有没有睡着，我只记得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感觉心是满足的，看到父母的笑容，感觉生命是完整无憾的。

那一天，不想忘记。

和平的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这响彻欧洲的声音来自
卢梭。这句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人在自然状态中是自由的;



第二，自由人一旦进入了社会状态，自然的自由就被社会的
枷锁所约束。简而言之，当今社会，我们都是自由人，但必
须在道德、制度、法律等秩序规则下行使自由的权利。

最初的规则是在自然界中产生的，自然界中的规则使万事万
物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帮助生
物们优胜劣汰，使物种在规则中变得更适应环境，变得更快
更强，不适应规则的生物会被自然法则无情的淘汰。

当然，社会生活中绝非只有“死板”的法律，在科学发明、
商业竞争等活动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规则，面对这些，我们首
先要用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加以辨别，同时必须灵活运用，
甚至主动修改完善规则，绝对不能被条条规则框住了大脑，
做了井底之蛙。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早在春秋
时期，墨子就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通过
人们之间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建立良好的规则使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打破旧有规
则，创造新的更适用的规则，让每个人获得更大的自由。科
学界更是如此，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对旧有技术规则的挑
战。正是有了牛顿这样不为“苹果总是掉在地上”思维所束
缚的大科学家，正是有了爱迪生这样敢于实现一切想象的大
发明家，人类才能突破地心引力，拥有了如此美好丰富的生
活。大家熟悉的马云，这个在20年前别人眼中的骗子，正是
运用了创新将原来的实体商业模式打破，建立了自己
的“云”规则。这些人类世界的佼佼者都用自己的方式创造
了规则。

和平的演讲稿篇六

每个家长、老师都爱自己的孩子，那爱到底是什么?尤其值得
我们幼儿教师去深思，看了《爱和自由》，感受很多。书中
是这样定义“爱”的“爱是忍耐，爱是慈祥，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
怒……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



不止息的等待。”受到这些文字的启迪，我感觉：爱是尊重，
爱是珍视尊严。

《爱和自由》以蒙特梭利、卢梭、皮亚杰等经典教育学心理
学理论为基础，在18年高度专注教育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完善
了她自己独特的儿童成长与发展的教育教学系。并创办了多
家国际幼儿教育机构。这本书是她一次演讲的记录。被许多
读者广为流传。

从事幼教工作四年以来，我自认为是一名认真负责的教师，
每天组织幼儿进行活动时，我最多对孩子说的一句话就
是“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我也是要求孩子必须像我这
样做，我发现孩做的与我不一样，或者危险的动作时，我会
很快过去阻止他，告诉他，这个不能，这个危险，我想把孩
子安排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在玩区角活动时，我也是生怕孩
子不回取玩具，不会玩，总是忍不住要去告诉孩子：“宝贝
你可以玩这个呀，这个这样玩，你看多好玩呀”我觉得孩子
就是孩子，总是喜欢把我们的意愿强加于孩子。我一直以为
这样就是爱孩子，保护孩子，殊不知，我们已经剥夺了孩子
自由选择的权利，遏制了孩子的探究欲望，抹杀了孩子的创
造力，这样做恰恰违背了孩子的成长规律。

直到看完《爱和自由》，我突然领悟到，我们的爱对于儿童
就是束缚，我们成人有太多的规矩，太多的不可以，在幼儿
园我们总是让幼儿事事都听从我们安排，总想着驾驭孩子的
思想，其实这样并不是爱孩子，爱孩子就是不仅仅要蹲下身
来看孩子，更要蹲下心来看孩子，去仔细观察孩子的所需所
想，大胆的放手，这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在爱和自由里
健康成长的孩子。如果儿童要创造自己，必须生活在爱和自
由中，他必须拥有时间空间，必须拥有爱的照顾和支持，这
样他才有创造自己的机会，他才可以创造独特的自己。

我们中班有一个孩子，他总是偷偷吃小朋友的吃的，刚开始
我有点生气，我教育他，不能随便吃别人的东西，可是这个



孩子有时还会继续偷吃别人的东西，看了《爱和自由》我才
明白，儿童偷吃东西，在我们成人眼里这是偷吃别人的食物，
但是在儿童看来，他不是偷，他就是觉得那里有好吃的，为
什么不给我吃，以后只要这个孩子再拿其他小朋友的食物时，
我会走过去对他说来我帮你拿，刚开始他会尴尬，会撒谎说
他帮其他小朋友拿的，每一次都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这
个孩子再也不吃别人的东西了，他已经知道控制自己的行为
了。这个结果就是自由与尊重的结果。的确，幸福和快乐感
一定要在童年经历，经历了，体验了，感觉了，就会对幸福
和快乐有了认识，将来就会成为这样，这正是幸福成长的内
涵，幸福也是要成长的，所以之前所说的自己做自己的主人，
这并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想做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可以按
自己的意识，执行自己的计划，你的计划不被任何人破坏。

但在现实中，儿童的这种自由常因各种原因被遏制了。比如，
父母总觉得孩子还小，做不好一些事情，或者做了一些事情
后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于是就阻止孩子或者代孩子去完成。
再比如，父母总是从自己的一些固有观念去评判孩子所做的
事情，会因为自己的想当然而去干涉孩子的选择，也就是所
谓的“上帝姿态”。

而这一切对儿童都是一种精神上的掠夺。

为什么说要给儿童自由?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大人可以理解儿
童的做法，他就可能会给儿童这么做的自由。而如果他不能
理解，甚至误解的时候，他就会阻止、会干涉。而儿童依照
精神胚胎所进行的活动，一直都是自发而有意义的，它不应
受大人的理解程度左右。因此在你理解不了的时候，相信孩
子这么做总是有他的理由，相信孩子，给孩子自由，就是正
确的选择。

给孩子自由并不意味放羊式的放养，相反，父母和老师需要
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更大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