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美食演讲稿(模板8篇)
演讲是练习普通话的好机会，特别要注意字正腔圆，断句、
断词要准确，还要注意整篇讲来有抑有扬，要有快有慢，有
张有弛。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美食演讲稿篇一

在我的心中，朋友就似一本厚重的书，富有内涵，让人百读
不厌。有一种想细细品味的欣喜和冲动。朋友似一处优美的
风景，一直让我留连、欣赏、赞叹。

真诚的友谊，是一首永恒的歌。

炎炎夏日，友谊便似一杯清新透凉的冰红茶，滋润着人们干
渴的喉咙。

秋风瑟瑟，友谊就如随风而落的佳叶，构成了金秋时节的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寒冬腊月，友谊就是一朵朵迎雪而立的梅
花，绽放开来，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鲁迅和瞿秋白，在30年代白色恐怖笼罩下，曾结下一段崇高
而感人的友谊。两人深深交谈后，都深深被对方高尚的人格，
渊博的学识所吸引，很快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瞿秋
白先后几次到鲁迅家过避难生活。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他
们一起评论文章，交流学问。

这个故事，体现了鲁迅和瞿秋白两人真挚的友谊。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故事。

是的，友谊是关心，是互助，是春风，是暖流，是一个人进
步的动力。



友谊，是理想土壤中的小花，是宏伟乐章上的两个音符。没
有友谊，生命之树就会在时间的涛声中枯萎;心灵之壤就会在
季节的变奏里荒芜。

古往今来，歌颂友谊的诗句有很多。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
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勃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千古年来，人们念着它们，
受着它们的感染，演译着一幕幕动人的篇章。

最后，让我们说：“认识你，真好!”

美食演讲稿篇二

我的家乡淮安有许多的小吃，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淮安的茶馓，
美味极了。

淮安茶馓是江苏省知名传统点心，历史悠久，驰名中
外。1983年获江苏省优质食品奖，1991年获商业部饮食业优
质品金鼎奖，1997年被认定为首届中华名小吃。如今，在许
多饭店和早点铺或菜市场上，馓子也以已成为常见食品，随
时可以买到。

本品采用优质原料，经过独特加工工艺精制而成，茶馓是用
红糖、蜂蜜、花椒、红葱皮等原料熬成的水和适量的鸡蛋、
清油和面，然后反复揉压，搓成粗条，捻成面团，搓成或抻
成由粗细匀称、盘连有序的圆条构成环状物放入油锅炸至棕
黄色即成。其色泽嫩黄，造型秀丽，松酥香脆、独具风味。

听说战国时期，寒食节禁火时食用的“寒具”即为馓子，那
时候，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义士介子推，寒食节(清明节
前一二日)要禁火三天，于是人们便提前炸好一些环状面食，
作为寒食节期间的快餐，既是为寒食节所具，就被叫做“寒
具”。



淮安的撒子真是名扬全国，让人垂涎欲滴，如果你也是一
个“吃货”，赶紧来我们的家乡吧!

美食演讲稿篇三

走在街上，一阵沁人心脾的火锅香气总会扑面而来，逐步地
浸透我的心灵。每当此时，我肚子里的馋虫总会不由自主地
开始蠕动、翻滚。那么今天，我就为大家做一次“火锅小向
导”，与大家一起来鉴赏火锅的美味吧！

在吃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火锅的起源吧：据说，火锅
起源于古时重庆码头，火锅就是那儿街边下力的人吃的、廉
价实惠的、街头大众饮食摊上的“水八块”。“水八块”全
是牛的下杂（毛肚、肝腰和牛血旺），生切成薄片摆在几个
菜品不同的碟子里，在食摊泥炉上砂锅里煮起麻辣牛油的卤
汁，食者自备酒水，自选一格，站在摊前，拈起碟里的生片，
且烫且吃，吃后按空碟子计价，价格低廉，经济实惠，吃得
方便热烙，所以受到码头力夫、贩夫走卒和城市贫民的欢迎。

听完了介绍，你应该对重庆火锅产生了小小兴趣了吧？现在
又来看看现代火锅是怎样的。如今，已出现了全牛锅、全羊
锅、全狗锅……真是数不胜数。但火锅最突出的三个特点，
就是麻、辣、烫。其中“辣”是火锅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所
有吃过火锅的人都是应该可以感受到它辣的威力有多大，真是
“苦”不堪言。就算是八瓶矿泉水也不能解你的“燃眉之
急”，可谓是“辣死人不偿命”！虽然“辣”位居“三味”
之首，但“烫”也不甘示弱的。望着“咆哮”的“江水”，
你是否会望而生畏呢？将一口菜放进嘴里，真是像一块烧红
了的铁球一样在嘴巴里翻滚，不断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
老三“麻”也不是“吃素”的，依然在火锅中有着非同一般
的地位。当你吃下菜时，更不得了！火锅“三兄弟”斗志昂
扬地向你舌头发起猛烈的攻击，让你的舌头“弹跳不止”。
但与此同时，你也会觉得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慢慢地
便会体会到吃火锅的乐趣。



据了解，《重庆火锅地图》上可以看到，它收集了2600家火
锅店，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来客，都可以寻找到自己中意的
火锅店。

亲爱的朋友们，本次“旅行”到此结束，祝你们吃得“巴
适”！

美食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关于“佛跳墙”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清朝某寺院旁有
一个聚春园酒家，一天大厨用山珍海味秘制的一道菜，做完
时香传十里，禅僧闻得其香，竟不顾佛门戒律，放下木鱼，
越墙前来觅食。故得其美名。

刚开始，我还不相信这个故事，可亲自品尝后才有所体会。
有一次爷爷生日，我们到位于东街口的聚春园吃饭，爸爸特
地点了佛跳墙，不一会儿，一个大坛子端了上来，服务员刚
打开盖子，浓香四溢，久久没有散去。

我不禁产生疑问：“这是用什么时候东西做的?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用鱼翅、海参、鲍鱼、干贝、火腿、鸡鸭、羊等十几
种食材做主料，加之花菰、冬笋、绍酒、桂皮、姜片、白萝
卜为辅料，经过蒸、炸、泡等几种方法烹制，封贮于坛中，
食前用谷糠皮文火煨热，启坛时香传十里。我的天哪!这么多
种食材，这么多道程序，我可要好好品尝一下闽菜的头把交
椅——佛跳墙。

我连忙用勺子舀了一碗，鱼翅入口滑嫩，海参有嚼头……吃
完后口齿留香，回味无穷，难怪寺中和尚越墙觅食。也难怪
佛跳墙扬名海内外，来福州的中外游客，无不以品尝“佛跳
墙”为乐。



今天的家乡美食，都要归功于家乡的先人，如果没有他们闽
菜能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吗?所以，爱家乡的美食，也要爱
家乡，多了解家乡!

谢谢大家!

美食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我想只要一谈到美食，每个人都会有自我独特的见解。有人
将好吃的东西定义为美食，有人将好看的食物称作美食，在
我心中对美食也有自我的一番见解。我认为能称得上美食的，
一要让嘴巴吃着觉得舒服，二要让眼睛看着觉得舒服，三是
既贴合环保理念又能保持原有风格特色。或许有人会觉得我
的要求过高，其实，这样的美食在中国有很多，只是需要我
们用心去发掘。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前年看的一个纪录片。我记得其中有一道
唤作“香薰肉藕片”的菜，那绝对达到了我的美食标准。

要说起这道美食，我们先得从它的主料藕说起。虽然我也是
一个江南人，但还从未见过如此多的藕，成片成片的分布着。
到了收获的季节，就会雇佣人来挖掘，也只有熟络技术的人
才能挖出既长又完好无损的藕。当地人们说，只有没被破坏
的藕，做出的“香薰肉藕片”才能保持原有的那份滋味。

不仅仅主料藕要完好，厨师的刀工也要一定的水平。待藕洗
干净后，先将藕切成一个个稍厚的圆片，再在圆片侧面破开
一条缝，将原先准备好的肉末轻轻的塞到缝隙间，然后再用
适度的力合拢。一个个弄好之后，再按照自我喜欢的形状排
入餐盘，加入一些必备配料，然后放入蒸笼中。先用大火烘
干水分，再用小火温热。据说用这种方式能够促进肉的美味
渗透到藕片中，堪称美味。不仅仅有了淡淡的清香，还有清



新的色泽，有机会真想去尝尝味儿。

谢谢大家!

美食演讲稿篇六

每当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总会看见“新外婆家”那位老太太
忙碌着炸鸡柳的身影。她已经七十几岁了，脸上爬满了皱纹，
头发黑黑的，特别爱笑。

“奶奶，来10块钱鸡柳!”我说道。“好嘞，马上就好!”她
一边笑，一边转身从篮子里拿出一杯鸡柳，放在台子上。只
见奶奶拿起油桶，把油倒进锅里，等待了几分钟，她便把鸡
柳倒了进去，块块鸡柳像一个个小伞兵，跳了下来。就在鸡
柳刚进去的那一瞬间，锅里的油就像见到亲兄弟似的，立马
沸腾起来，不一会儿鸡柳就变成金黄色的了。

接着，她拿起一双足有二三十厘米的长筷子，在锅里不停地
搅拌着。这时的鸡柳像一头头可爱的小猪，在泥潭里自由自
在地翻滚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油又一次沸腾起
来，就在这时，油从金黄色变成了橘黄色，一股浓浓的鸡柳
香扑鼻而来。老奶奶拿起手旁边的漏勺，一遍又一遍地在锅
里抄起放下，生怕鸡柳粘在锅上了，3分钟过后，她把鸡柳捞
了上来，抖了抖漏勺，把锅里的油抖掉，鸡柳便出锅了。

奶奶拿来一个大碗，把鸡柳盛进了里面，洒上孜然和椒盐粉，
用勺子挖上了一勺甜酱，用筷子快速地搅拌，一碗鸡柳就呈
现在我的眼前。鸡柳金黄金黄的，看起来美味极了。

我赶忙夹起一条鸡柳，放进嘴里，甜酱虽甜，但甜而不腻，
一股淡淡的肉香在我的嘴里流淌着，“哇!好美味啊!”我一
边品尝，一边美滋滋地想着。

每当想起“新外婆家”的黄金鸡柳，那味道总是令人回味无



穷。

美食演讲稿篇七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
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我傻
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我又小声嘟囔
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
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
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
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
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
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
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
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
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
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
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
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
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
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
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
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
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



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
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
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
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
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
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
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美食演讲稿篇八

你们好！

我的家乡是四川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它虽然毫不起眼，但
是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韵味。

我最喜欢吃酸辣粉和麻辣烫了，将光滑、雪白的粉条倒进沸
腾的开水中煮一会儿，待粉条煮熟了以后，就被倒进干净的
瓷碗中，在上面撒上葱呀、蒜泥呀、胡椒粉等作料，再将鲜
红的汤汁倒进半碗进去，就这样，一碗美叶的酸辣粉就做好
了。麻辣烫的做法更简单，将粉红的火腿呀什么的串在干净
的竹签上，放进锅里锅边用夹子把竹签夹着，防止它整个儿
都进了锅里，锅内鲜红的汤汁翻滚着，汤面上密密麻麻地漂
浮着花椒、辣椒，以及一些我叫不出名的作料，过了一会儿，
麻辣烫煮熟了，将它从锅里捞出来就可以吃了。

小孩子特别爱吃麻辣烫，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他们都要买
上一串在路上吃。大人们比起麻辣烫来，似乎更爱吃酸辣粉
一些。难道不是吗?不论是下雨还是别的什么坏天气，小店里
的人总是满满的。而且坐在桌旁埋头吃酸辣粉的总是大人们，
在热气腾腾的锅旁等候的除了几位给孩子买麻辣烫的大人和
几名中学生外，大多数是活泼的孩子。



遇到人满的时候，我总是把嘴一噘，站在一旁，责怪妈妈误
了时间。这时，和蔼可亲的老板娘总会过来打圆场：“小姑
娘，别生气了，是我的错，是因为我这店太小了!”那幽默风
趣的话逗得我导火线涕为笑。

人少下来的时候，我和妈妈就坐在位子上，津津有味地吃着。
酸辣粉的味道好极了，酸酸辣辣的，让人忍不住吃了还想吃。
吃完粉后，我总会多要几串麻辣烫在回家的路上细细品尝，
可最后的一串我绝对会风卷残云般地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啊!家乡的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