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愁演讲稿分钟(汇总5篇)
演讲稿是演讲者根据几条原则性的提纲进行演讲，比较灵活，
便于临场发挥，真实感强，又具有照读式演讲和背诵式演讲
的长处。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
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愁演讲稿分钟篇一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邮票寄托着游子的情思，
是“胡马依北风”的依恋，是“夕阳西下”的惆怅，是“乡
音无改鬓毛催”的喜悦。无论身在何处都不会改变对家乡的
依恋。

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不懂得珍惜身边的东西，反而加以破
坏，但娃娃被撕坏是，才会知道他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时光是
多么珍贵的，刚刚懂得珍惜，可这样的时候不会再有了。事
物往往如此，但你懂得珍惜时，它也不会再回来了，留下的
只有怨恨自己，怨恨自己的笨拙。小时候，每次过生日，妈
妈总会陪着我，每次获得荣誉，巴巴总会在身边不停地嘱咐
我，要虚心，千万不要骄傲。而现在呢?过生日时，吹灭蜡烛
时抬头看见的并不是妈妈那熟悉的面孔，而是奶奶在那静静
的注视着我。每次因为成功的喜悦后并不是再次听到那熟悉
的声音在耳边响着，而是一个温和和有严厉的声音，他是老
师，每天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

小时候，每天呆在床上在清晨之际会有清脆悦耳的鸟叫来唤
醒你对新一天的期望，推开房门去探究它们到底在说什么，
而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每一棵植物上都活有一
些新活的生命在凝望着你，在它们丛中有无限的清新和甜美，
秒钟一圈圈装过，到了上学的时候，只有带上对它们的不舍
踏上梦想的旅程。



而现在，只好远离家乡出外求学，时间便不再那么清闲了，
生活也没那么自由了。每天只能在书桌上奋笔疾书争分夺秒
的去为梦想拼搏。只有闲暇之际才能回想过去美好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时间很少，不久就会被作业压得喘不上气来。坐
在窗边向外张望，却没有过去校园的和谐和同学们的嬉戏声。
把头伸出窗外试图闻一下清新的空气，可不知怎么，空气中
似乎有种难闻的臭味儿，逼迫你迅速准备上课。

时间飞逝，不知有多少光阴都在课桌上消失，留下的只有我
们的泪水和对家乡的思念。

闭上眼睛，静静想，回忆家乡，会议一份久违了的甜美，似
乎有种力量在不断的给予奋斗下去的精力和希望。

国祥的热土能否再塌?亲切的朋友能否再见?在不断地学习中
我们又失去了什么呢?

乡愁犹如一缕烟，一缕萦绕在我脑际的烟，令你难以忘怀，
乡愁犹如一片云，一片片飘荡在我心间的云，随着我的思维
变化成我所思念的亲人们;乡愁犹如一阵风，一阵于佳节前刮
起的风，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无限挚爱与向往。我多想随着这
缕烟驾着这片云，顺着这阵风回到故乡，我多想亲眼见证一
下家乡几年来的变化。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想回家乡。

乡愁演讲稿分钟篇二

舀起一勺故乡水，那是无尽的思绪。捧起一捧故乡土，那是
无尽的思念。忆起童年的趣事，那是无尽的美好梦境。背井
离乡的那一刻，多少人民的心灵在作痛。山，仿佛苍老了;水，
仿佛静止了;鸟，仿佛落泪了。一切都是沉重的，听，那是人
民的心声，在呼唤着，那是悲惋的呼唤。

几经波折，几经苦难，心灵的挫伤，心灵的扭，无论在哪里，
总是心在外，我们的心灵像是一只只迁徒的鸟儿，飞到了那



碧绿的田野，飞到了那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飞到了那冒着
袅袅炊烟的草屋。每当提起故乡，我的泪总是夺眶而出。

故乡的水，是甜的?是苦的?是甜蜜时光的美好回忆?是泪痕的
残留?徘徊在乡间小路上，观那九曲连环的故乡河。一条银带
挂天边，那是思念的泪吗?汇聚五湖四海兄弟姐妹，欢聚一堂。
故乡，等待我们。

故乡的土，是肥沃的?是贫瘠的?是故乡母亲的躯体?是一颗赤
子之心?故乡的土，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无论在哪里，是天
涯海角?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惠、你的爱、你的一切的一切。故
乡，等待我们。

故乡的梦，是甜蜜的?是忧愁的?是我们永远的牵挂，永远的
母亲。我们终究要回到你的怀抱，像是春的到来，带来了我
的信心与勇气，我准备好了。故乡，你将不在沉寂。

故乡，无论何时何刻，您都要包容我们啊。

乡愁演讲稿分钟篇三

当剧院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剧院与城市才能
水乳交融，为人们提供更多滋养。

近日，国家大剧院迎来建院10周年。在剧院开放日活动中，
络绎不绝的游客走进这里，感受国家文化地标的精彩和多元;
孩子们走入剧场登上舞台，在心中播下一粒艺术的种子……
与北京古老的紫禁城一街之隔，国家大剧院向人们演绎着传
统与现代交汇的艺术魅力。

有人说，要想了解一座城市的文明和灵魂，就去看看它的剧
院。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步伐加快，剧院的建设也进入加速度。
近年来，剧院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剧
院总数已经超过20__家。从一线大城市到二三线城市直到一



些县城，都建起了自己的剧院。这些剧院不乏豪华气派的外
观、不缺的设备和宽敞的剧场，单就硬件而言，一些甚至已
经堪比国际一流大剧院。但是，与华丽的“硬件”相比，剧
院在演出剧目、演出场次、观众人数等“软件”上，却远远
没有那么漂亮。多形式少内容、有空间少利用、高配置低效
能……国内剧院建设还处于粗放阶段。一些城市的剧院使用
率不足50，部分剧院甚至出现“空巢”现象。

剧院之“大”，不仅在于光鲜亮丽的外表，更在于丰富多彩
的内容。国家大剧院建院

除了有800多个中外院团登上舞台，还推出了76部自制剧目，
一手抓世界经典，一手抓中国原创，变“输血”为“造血”。
当然，这并不是要让各个剧院都去制作剧目。但各地剧院，
需要在剧目引进、舞台呈现上精心设计，根据剧目情况和当
地实际，策划剧目、推出演出，不断探索剧目题材的丰富性
和风格的多元化，推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
追求的优秀作品。尤其对地方剧院而言，除了引进经典剧目
之外，还可以挖掘传承本地的艺术种类、开发本土市场，更
好地丰富当地群众的精神生活。

剧院还要善于“走出”剧院。剧院的建筑是静止的，但剧院
营造的氛围是流动的。在文化消费市场不断发展的当下，剧
院也要重视营销宣传、品牌塑造，有效对接市场和观众，让
更多人体会高雅艺术之美。在地铁站，当人们与古典乐不期
而遇，匆忙的脚步也不知不觉慢了下来;在医院，小型交响乐
音乐会抚慰患者焦虑的心灵;在学校，经典艺术讲座以深入浅
出的形式传播高雅艺术，激发出更多的火花……通过多种形
式、多种内容的艺术普及，剧院将高雅艺术渗透到城市各个
角落，不但塑造自身的品牌形象，也让高雅艺术渗入城市的
血脉。当剧院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剧院与城
市才能水乳交融，为人们提供更多滋养。

面对人们更精细化、个性化的文化需求，剧院的服务还须细



化。打造剧院公共空间，推出剧院衍生文创产品，提供优质
服务，大剧院服务要更注重人性化、突出体验感。比如，包
括国家大剧院在内的国内外一流的大剧院，在观众等候剧目
开场时，往往都会结合场地，在剧院公共空间推出小型的开
场音乐会。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细节，既给提早入场的人们艺
术享受，也让剧院充满了人情味。多一些这样的细节考虑，
多一些人性化的服务，才会让更多人爱上剧院、爱上高雅艺
术。

有人说，剧院是城市的精神城堡。建好剧院这个精神城堡，
才能寄托人们对优质文化资源的渴望。让人们徜徉于五彩斑
斓的精神世界，剧院才能承载不同个体细致微妙的情感、容
得下每个人的期待和想象。

乡愁演讲稿分钟篇四

——六（1）班国学经典朗诵稿

郭梦婷：有人这样说过：“乡愁是散落在家书上的秋毫，是
笼在心间后挥之不去的情怀，也是鬓角的白发”可是我说，
乡愁是婵娟赐予的一抹清辉，是杨花遗留的一池萍碎，是清
泉洒漏的一轮金葵。孤独时，她赠以安慰；苦闷时，她赠以
关怀；没落时，她赠以希望。

——题记

形式一：唱诵《明月几时有》

甲：明月几时有 乙：把酒问青天

甲乙：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甲：我欲乘风归去 乙：又
恐琼楼玉宇

甲乙：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形式二：诵读《泊船瓜洲》

郭梦婷：乡愁，是游子对故园的思念。这种思念在夜阑人静、
月朗星稀的夜晚尤为清晰和真切。

郭梦婷：《泊船瓜洲》王安石

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乙：春风又绿江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郭梦婷：乡愁，是游子对故人的离愁啊！这种离愁在九九重
阳之日尤为厚重和强烈。

郭梦婷：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甲：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乙：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形式三：诵读《春夜洛阳闻笛》

李白

齐：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形式三：诵读《乡愁》

郭梦婷：乡愁到底为何物？现代著名作家余光中就对“乡
愁”二字作了最好的诠释„„

女：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



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
头。”

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是„„无论长大后的
我们身在何方，我们都会带着这份浓浓的乡愁走过。

谢谢大家！

乡愁演讲稿分钟篇五

一、教学目标

1、了解作者其人及写作背景，准确理解这首诗的主题。

2、培养学生体会、欣赏诗歌中美的能力。

3、体会作者深沉的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的思想感情。

二、教学重点

体会作者深沉的思乡之情和爱国情怀，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的
思想感情。

三、教学难点

培养学生体会、欣赏诗歌中美的能力。

四、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

2.学生准备：查找有关余光中的资料及有关描写乡愁的诗歌。



五、教学时数

一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诗歌导入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
乡。（刘长卿）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日暮乡关何处
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

让学生说出这些诗句表达了诗人怎样的共同情感？由于学生
对这几句诗并不陌生，所以不难得出“思乡”这一结论，于
是我顺势引导：

是啊，最浓不过乡情，最重不过乡愁。记得诗人余光中说过：
“烧我成灰，我的唐魂汉魄仍然萦绕那片厚土。”在他离开
大陆20余年的1971年，那时，正逢海峡两岸交好无望、双方
民众都处于极度绝望之中，他在厦门街的旧居里感情所至，
一挥而就，仅用了20分钟便写出了一首饱含深情的诗——
《乡愁》。

(如此导入的设计意图是：首先问题的提出，调动了学生的思
维；接着写作背景的介绍则设置了悬念，激发了学生的求知
欲望。)

2、走近余光中

余光中，台湾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诗歌评论家。1928年
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1949年去台湾。由于特殊的政



治原因，台湾和大陆长期阻隔，而诗人又经常漂泊于海外，
游子思乡之情，是他的诗歌作品中的重要内容。著名文集有
《白玉苦瓜》、《石室之死》、《听听那冷雨》等。

了解了作者，但使学生最为牵挂的还是诗人那浓浓的乡愁，
下面就引领学生进入——

（二）诗文赏析 （四个环节 即：我想听——我要读——我
会品——我能写 我之所以如此设计环节名称是为了想给学生
这样一种感觉：不是老师要我学而是我要学，同时也增加了
学生的自信心。）

听诗是一种高雅的活动，听美好的诗能让我们陶醉。第一环
节：我想听

1、在此环节，首先，让学生欣赏《乡愁》的配乐诗朗诵，提
醒学生注意对朗诵的节奏、重音、语速、语调、情感的把握。

2、听完后，师生讨论明确：

语调——深沉 语速——低缓 感情——深挚 通过听读欣赏，
让学生初步感知诗歌的音乐美。第二环节：我要读 朗读是培
养和提高学生语感的重要手段，也是领会课文潜在内涵的重
要途径。(朗读时要把握好每一小节的情感变化，才能读出诗
歌的韵味来：)第一节 回忆平淡（小时候，诗人求学在外，
思念母亲，这种对儿时的回忆，读时可以稍微平淡一点。）

第二节 遗憾 甜蜜（长大后，诗人新婚别离，对娇妻的思念，
虽然遗憾却带有丝丝的甜蜜。）

第三节 失落 痛苦(后来呀，一座坟茔、两世相隔，母子永远
不能相见了，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对母亲的这种悼念，
是失落中带有难以名状的痛苦。）



第四节 惆怅 无奈（而现在，台湾与大陆长期阻隔，作者归
心似箭，却又无能为力，只能望峡兴叹！所以是惆怅中有着
些许的无奈！）

1、生对读

2、组内读

3、请几名层次不同的学生班内读，学生进行评价。

4、齐读

让学生从诗的意象、结构、语言、情感几个方面，自选内容，
品评这首诗，学生自由发挥，老师适当引导。通过大家的品
读，学生感受到了它精巧的构思，完美的形式，尤其是它独
特的意向。作者巧妙地将无形的乡愁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
使乡愁变得可知可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样一来学生
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就得到了较好的锻炼。此环节形成板
书，板书设计为一个中国结的样式，它象征着多少漂泊在外
的游子想解又难解的思乡情结呀！

第四环节：我能写 阅读下面句子,然后仿写

乡愁是故乡那湾永远流淌的小溪

乡愁是一辈子走不出的精神的家 仿写：乡愁是------------
--幸福是---------------（乡愁是一个电话,我在这头,母亲
在那头;乡愁是十五的月亮,每逢佳佳节备思亲;乡愁是一张机
票,归心似箭.乡愁是一弯弯的月亮，无数的游子寄托思念，
希望月亮能够帮忙传递；乡愁是天空那绵延不绝的雨滴，如
缕如丝，剪不断，理还乱；乡愁是心中最真实的情感，无须
掩饰，无须过多的掩盖。幸福是一个谜，你让一千个人来回
答，就会有一千种答案。有人说：幸福是拥有一个美满的家
庭；有人说，幸福是一生平安；有人说，幸福是衣食无优；



有人说，幸福是一辈子健康；也是人说，幸福是每一天都快
乐„„）

（三）课堂小结 是啊，这湾浅浅的海峡又怎能阻隔两岸亲人
的思念？台湾政要连战、宋楚瑜、吴伯雄等相继回大陆寻根
祭祖。更为可喜的是两岸人民已于2008年12月15日实现
了“通邮、通航、通商”的梦想。是啊，“落叶总要归根”！
相信，通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这头”“那头”终究会
成为“一头”！到那时，我们一定会听到台湾那深情的呐喊：
“母亲，我回来啦！”

（老师饱含深情的结束语，会使学生的爱国情感再次得到升
华。）

（四）作业布置：

考虑到不同学生在知识和能力上存在差异，因此，我设计了
必做和选作两个层次不同的作业题：

必做：有感情的背诵这首诗 选做：收集有关乡愁的诗词、散
文、小说，同学间交流赏析。

（五）板书设计：我认为，好的板书应该体现出三个
字“精”、“美”、“新”，本着这样的宗旨，我为本课设
计了综合式板书。这样，通过示意图和文字提示，学生 能够
直观形象再现本诗内容、加深对诗歌主题的理解。

乡愁

余光中

小时候－邮票－母子分离

人故乡之思 长大后－船票－夫妻离



主题 后来—－坟墓－母子别

升华

现在－－海峡－两岸分离

遍家国之思

个分死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