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朗读者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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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读者演讲稿篇一

不久前落幕的《中国诗词大会》，让观众见识了主持人董卿
由内而外散发的文化气质;而即将开播的一档阅读类节目《朗
读者》，则会让观众进一步看到她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下面
是小编整理的几篇关于朗读者的观后感范文，供大家阅读参
考。

周六晚八点，我准时打开电视，观看《朗读者》。

这是第一期，也是我和《朗读者》的第一次“遇见”。

就像董卿阿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有时候，就算遇
见也没有什么印象，有的“遇见”却会从此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改变生命的“遇见”，濮存昕就经历过。

他小时候是一个残疾孩子，被同学们嫌弃，体育课上跑步的
时候，也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同学们甚至还给他起了个绰号——“濮瘸子”。

我想，那时候的他心中肯定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幸运的是，他遇见了荣国威荣大夫，荣大夫为他做了整形手
术，那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他从此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了!可以跑、可以跳了!这对荣大夫来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
的手术，是他做的许许多多手术中的一个，也许他对此毫无
印象。

但对濮存昕来说，这是他生活中最美的“遇见”。

他朗诵了老舍散文《宗月大师》节选，内容讲的是老舍对曾
经将自己领进学堂的刘大叔的感恩之情。

我想：我也会对帮助过我的人心存感激。

还有蒋励，他和他的三个同事都曾担任过“无国界医生”，
在战乱和灾难中救死扶伤，平均每天接受四十个新生婴儿，
在工作中，他们随时“遇见”生死。

《答案在风中飘扬》让我们明白平静的生活多么值得珍惜。

柳传志“遇见”失败，许渊冲“遇见”古今中外文化的碰
撞……

遇见，是多么美好，愿我们一生中，都拥有无数次美好
的“遇见”。

在这个星期，老师让我们观看了中央一套播出的《朗读者》
节目。

等看了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嘉宾都是一些知名的`人士，而他们的朗读，也不是平白无趣，
而是发自内心，充满真情实意。

当节目刚开始时，主持人董卿阿姨就简洁明了地告诉了我们
第一期节目的主题:遇见。

在我心中，遇见这个词是相当平常的，不就是一个人碰见另



一个人吗?当我看到一个人时，我才发现遇见没有我想的那么
简单。

他就是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他曾经想当宇航员，可是没能
当选。

这时他“遇见”了他的父亲，是他的父亲鼓励他，使他从失
败的阴影中走出。

他选择了新的行业，并且经过多番波折，当上了总裁。

看完之后，我感慨万千:人生是多变的，但有许多人都因失败
而沮丧。

可他们都未曾想过，或许他们走另一条路，便可登上人生巅
峰，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放弃，在一条路上跌
倒不起。

哪怕当不上白领，董事长什么的，只要勇于挑战，不畏失败，
总有一条路适合自己。

通过这个节目，我受益匪浅，明白了许多做人道理。

今天，我观看了《朗读者》这个大型综艺节目。

这个节目是由著名主持人董卿阿姨主持的。

这档综艺节目的总主题是：一个人，一段文。

而今天第一期的主题是：遇见。

通过这档综艺栏目，我学习了朗读的方法与技巧，学会了怎
样让朗读带有感情。

欣赏着他们朗读文章的声音，我仿佛身临其境。



看完《朗读者》以后，我对朗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我一定要在今后的日子里，朗读更多的书籍。

朗读者演讲稿篇二

“朗读亭是我特别喜欢的设置。

当初我们创意是希望能够让普通人也慢慢地开始接受有这样
一种传递感情的一种手段。

其实朗读真的应该像唱歌说话一样，我们有时候可以用这种
方式借文传情。”正如最近爆红的节目《朗读者》的制作人
董卿的初衷一样，朗读亭是带着《朗读者》节目的使命，打
通线上与线下的距离，走近每个朗读者的身边，将一段六十
分钟的客厅文化转变为一场2017最具热点的全民文化活动。

它的推出旨在让各行各业的人在步伐匆忙的日子里稍作暂停，
走进“朗读亭”朗读名篇片段，用简单的方式呈现内心中最
想表达的情愫，用发至心灵的声音朗读自己的人生梦想，感
受文字的力量。

作为《朗读者》节目播出后抵达的第一个城市，朗读亭在杭
州迅速成为爆款，将杭州人民的朗读热情全数激发，引得媒
体争相报道。

浙江大学微信号发布关于朗读亭的文章也瞬间突破100000+的
阅读量，可见朗读亭的备受追捧。

京杭运河畔，是朗读亭在杭州的第一站，一位大爷在亭前挥
毫写意，洋洋洒洒写下“朗读亭”三个大字，引发路人围观。

紧接着，朗读亭来到第二站杭州市图书馆，穿戏服的女子、



外国留学生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朗读亭前驻足，其中，75岁的
王佩英奶奶朗读了病床上老伴写的情书，走出亭子时，她泪
流满面，在场的众人也纷纷为之动容。

前日，朗读亭移动到浙江大学站。

这是朗读亭到杭州的第五天，当天寒风冷雨的恶劣天气状况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朗读亭的热度。

源源不断的人撑着伞来到朗读亭前排队，仅从从上午十点到
下午四点，朗读亭就已倾听了80多位朗读者的故事。

他们中有浙大的学子，也有特地赶来的中、小学生，还有不
同职业的人、不同年龄的人都聚集在这小小的朗读亭周围，
渴望朗读出自己内心的情感。

原定晚上十点的录制，也到接近零点时才录完最后一个朗读
者。

一天下来，朗读亭已经收录了超过170位朗读者的朗读片段，
连节目组的导演和摄像，都被杭州人民的这股热情和毅力吓
到，表示：“今天我看到好多教授学者进亭子朗读，这种状
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很多人在冷风里排了几小时队，脸上还是笑呵呵的，这在别
的城市也难以想象，没想到，杭州人为了朗读这件事，这么
有恒心，有耐力。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完《朗读者》后还久久不
愿离去?看完之后最多的感受是这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那个节
目。

文笔不好，多多包涵。



但是看完很想说说对这个节目的感受，就当是一些心得吧。

快节奏的时代中，这个节目让我慢下来，静下来，内心沉淀
下来。

它像是本舍不得读完的好书，像是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像
是清澈见底的流水，慢慢沁入心脾。

张梓琳是读本是刘瑜的《愿你慢慢长大》，当时听完后，眼
睛是湿润的，那种感觉难以形容，那是一种奇妙的感受，读
本和访谈故事产生出来的化学反应竟然是眼泪，这是艺术的
魅力，也是中国文字之美、情感之美、人文之美，朗读者节
目之美。

一直不太看综艺，有时候心血来潮跟跟风，也就止步于看过，
就过了而已，但朗读者让我真正的去思考，让我去关注像许
渊冲先生这样的人物，96岁的老人，在舞台上挥洒自己的热
情、自己的情感，说到动人之处，他流下的眼泪，让人心里
久久无法平静……日子不是数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情感不
是编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

感谢董卿让我们认识了这位可爱的老先生，让我们知道原来
还有这样的一位可以称得上为“先生”的老人，还在乐观积
极的生活，不为别的，单纯就是一个字“爱”，爱这份工作，
爱这些文字 并赋予它们灵魂便是最快乐的事。

看到濮存昕的那一段，让人反思，每个人都会遇见那个改变
自己一生的贵人，没想到风度翩翩的男神，竟然童年是瘸子，
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个该被放弃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能让
自己活得精彩。

朗读者是值得慢慢品味的节目，期待第二期!

去年3月，董卿就在酝酿一档文化情感类节目，希望通过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充沛的情感温度去打动观众。

经过近一年的筹备策划，《朗读者》终于与观众见面，身为
制作人的董卿显得很兴奋，前晚接受记者的微信采访时，一
上来就带着制作团队高声欢呼，表达喜悦之情。

董卿称自己从事传媒行业已经有22年，“是时候做一档自己
真正喜爱的节目。

做《朗读者》一方面是因为央视作为国家电视台，应该承担
起文化传播的职责和使命;另一方面再加上我个人的兴趣爱好
吧，我自己对文学很感兴趣，同时对人也很感兴趣”。

时代背景和个人兴趣同步共鸣，《朗读者》由此诞生，“像
是寻找吻合度的`产物，因为《朗读者》就是把文本和人物结
合在一起”。

节目中，嘉宾在朗读篇章之前，还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先讲故事，后朗读，是希望大家在对这个人物有了一个更
加全面和丰富的了解之后，对他的朗读能够更有代入感，感
同身受，有更深刻的理解。”董卿如是说。

对于朗读嘉宾的选择，董卿表示标准就是有影响力、有知名
度，也希望对方有独特的人生经历，有独立的思考能力，或
者有值得弘扬的特别品质。

《朗读者》目前已经完成前几期的录制，很多参与嘉宾的动
情朗读都震撼了全场。

斯琴高娃朗读贾平凹的《写给母亲》，让董卿当场泪
奔，“文字的背后是情感的承载，而朗读就是用最美、最直
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传递爱”。



《中国诗词大会》和《朗读者》先后成为爆款，是否意味着
文化类节目即将迎来春天?董卿觉得时机尚不成熟，但自己参
与的两档节目走红起码是个“风向标”，她表示：“文化类
节目其实很难做，需要更精心的设计。

我们现在是尽所能去做情感的共鸣，唤起大家对文学的认知
和记忆。

首播之后的反馈和好评如潮，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

朗读者演讲稿篇三

《朗读者》的出现绝对不是孤立的，中国的电视节目太需要
一档有文化价值的节目来滋润我们的心田。本站小编在此整
理了20xx年看央视节目《朗读者》观后感心得体会范文，供
大家参阅，希望大家在阅读过程中有所收获!

这是第一期，也是我和《朗读者》的第一次"遇见".就像董卿
阿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样，有时候，就算遇见也没有
什么印象，有的"遇见"却会从此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改变生
命的"遇见",濮存昕就经历过。他小时候是一个残疾孩子，被
同学们嫌弃，体育课上跑步的时候，也没人愿意和他一组。
同学们甚至还给他起了个绰号——"濮瘸子".我想，那时候的
他心中肯定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幸运的是，他遇见了荣国威
荣大夫，荣大夫为他做了整形手术，那是他生命中的转折点，
他从此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可以跑、可以跳了!这对荣
大夫来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手术，是他做的许许多多手
术中的一个，也许他对此毫无印象。但对濮存昕来说，这是
他生活中最美的"遇见".他朗诵了老舍散文《宗月大师》节选，
内容讲的是老舍对曾经将自己领进学堂的刘大叔的感恩之情。
我想：我也会对帮助过我的人心存感激。



遇见，是多么美好，愿我们一生中，都拥有无数次美好的"遇
见".

一、形式新颖。朗读者名人居多，来自不同岗位，选择自己
最喜欢的文章诗歌，读给自己最爱的人听。其中濮承熙读了
老舍的一段文字送给曾经帮他做手术的荣医生，荣医生是他
生命中的恩人。朗读者自己的故事加上老舍的故事，构成一
部心灵上的交响曲，让听者无不为之动情。这样的形式让读
书变得生动有趣。

二、内容广泛。朗读的内容知识面广，有小说、诗歌、书信、
译文，同时还面向不同人群，能引起更多人共鸣。如：有成
功者读给恩人听的;有父母读给儿女听的;有情人读给情人听
的;有援外医生读给有志青年听的;还有高龄老教授听学生读
他的翻译作品.....。听者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收获感动，
收获快乐，收获人生的启迪。

三、引导观众爱上阅读。朗读者读的诗和文都是央视精心挑
选的，名人名作居多，听到好的文章就有找来一读的冲动，
读书可以养身修性并提高鉴别是非能力。央视这档节目引导
了观众多读书读好书。

《朗读者》集娱乐和学习为一体，是宣传正能量的好节目，
希望她越办越好，我会持续关注，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来看
一看，我们一起吸取知识的营养。

如约而至，我又走进了今晚的《朗读者》，倾听感悟不同的
人不同的经历所拥有的相同的陪伴。今晚《朗读者》的主题
是陪伴，看完了心里却久久难以平静。

陪伴，可以有很多种，可以是很多类。今晚的陪伴，丰富、
饱满、深情、纯粹、温馨，每一段都闪闪发光打动人心。父
亲郑洪升陪伴郑渊洁一路写作，母亲陶艳波陪伴儿子杨乃斌
求学十六年，蒋雯丽作为防艾大使陪伴艾滋病患者十四年，



林兆铭五年时间独自陪伴受伤野生动物，妻子唐国妹陪伴丈
夫乔榛共抗恶魔。每一段经历，每一个故事，每一种陪伴，
都彰显着人性的光辉，都带给我深深的感动，而我想说的是
这位母亲的陪伴。

杨乃斌八个月大的是失去了听力，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无疑
是最大的灾难。母亲陶艳波为了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幸福的生
命，拒绝孩子上聋哑学校，从小学开始就带着小凳子成为儿
子的同桌，陪着儿子上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毕业，
十六年的同桌，十六年的母子陪伴，十六年的辛酸磨练，终
于让儿子成为有用人才，让儿子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爱，细腻、深沉、无私、坚韧。

这一段陪伴，看得我无法抑制地泪流不止，内心的感动和震
撼无以言表。杨乃斌的朗读《不为什么》诠释了母亲十六年
陪读的唯一理由，这个孩子是不幸的，他在那么小的时候就
失去了听了，无声的世界里他该是多么的寂寞。可是，这个
孩子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一位伟大坚强智慧的妈妈，作为
他的耳朵让他听到了声音，让他学会了正常的表达，过上了
像正常孩子一样的生活。成长，充满了坎坎坷坷艰辛磨难;成
长，又有多少惊喜和欣慰。十六年来的种种滋味，也只有这
对母子心里知道。

当妈妈的要不断学习，真的要不断地学习、反思，陪着孩子
成长需要耐心和细心，也需要智慧和修养。我想，今后的我
还得提高自身修养，因为这是一生德修行。

以前，我总想当妈不容易，但要努力当好。现在，我认识到
了，仅仅是尽我所能还不够，而是要竭尽全力。

有人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颗花的种子，只不过是每个人的花
期不同。有的花一开始就会很灿烂地绽放，有的花需要漫长
的等待，不要看着别人的花绽放了，自己的那一颗还没有动
静就着急，相信是花都有自己的花期，细心地呵护自己的花，



慢慢地看着长大，陪着他她沐欲阳光风雨。如果你的种子永
远不会开花，也不要着急，因为他是一棵参天大树。

总有一段文字影响生命的成长，总有一个人在生命中留下抹
不去的痕迹。但愿我们的陪伴，是孩子一生最温暖的记忆。

倾听他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这也是成长中的自修。

今晚的陪伴，让我为女儿写下这段话：

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伴，是最温暖的力量;陪伴，是最
纯粹的关爱。

陪着你，愿你慢慢长大!

愿你――我的孩子，慢慢长大!妈妈愿意陪着你，陪着你。

朗读者演讲稿篇四

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新节目《朗读者》，更新了三期，看得一
发不可收拾。个人觉得《朗读者》的现实意义要胜过《诗词
大会》和《见字如面》的。

暂且不比较其制作和文化底蕴嘉宾阵容，单说对普通国民的
文化影响，《朗读者》的热播带起的新一轮全民看书热潮，
让看书成为一件时尚的事情，重新找回大家对读书对文字的
热情，这太有意义了。

有人说这节目更像董卿访谈录 ，我反而觉得正是董卿和每位
朗读者的对话这个环节让整个节目异常加分。节目最动人的
是每篇朗读的文字背后的所蕴含的`情感故事。每一篇朗读文
章，都有与之相关的朗读人的谈话和背景介绍。

朗读者，重点除了朗读，意义更在“者”。这些人里有德艺



双馨的表演工作者，有演员，有模特，有作家，有编剧，有
翻译家，有医生，更有普通人。

就好像你读书 一定要先了解作者，了解他的人生经历 ，才
能更懂得他文字的内涵和他要表达的意义。

听朗读也一样，为什么他们选这篇?不同的文字之于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意义 。就像奶奶对于徐静蕾，父亲对于郑渊洁 ，
女儿对于张梓琳一样。

有人在这节目中看到了董卿的胸藏文墨虚若谷，腹有诗书气
自华。有人在这节目里看到了走心的文字体验和节目制作。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更带给了我们很多阅读的选择。

看看朗读者们朗读的书目和提到的作家，再也不用担心找不
到好书读了。

朗读者演讲稿篇五

有人说，阅读一本书就是同书的作者进行一场精神上的交流，
那么听一个人朗读，便是在听朗读者诉说过去的故事。

最近，我看了央视大热的一档节目《朗读者》，节目中的嘉
宾在朗读着一篇篇优美的文段，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故
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聆听他们故事的同时也让我得到了
一点启示。

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许渊冲老先生。许老先生是一位翻译家。
他的成就可以用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来概括。
这句话乍听起来好像并不稀奇，但真正去了解却让人大为惊
叹。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个将《诗经》翻译成英文法文的人。
他还将《楚辞》、《唐诗三百首》、《牡丹亭》等中国古代
诗词作品翻译成了法文。20xx年8月2日许老荣获国际翻译界最
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亚洲



翻译家。

来到《朗读者》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已经96岁高龄了，满头
银发，看上去精神矍铄，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看出他仍然
对生活充满着热情。虽然快成百岁老人了，但他的心却是年
轻的，感情是充沛的。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并朗诵诗歌
时，仍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仿佛看见，这个白发苍苍，满脸
皱纹的耄耋身体里有一个朝气蓬勃的灵魂正满怀激情为我们
朗诵。

许老不仅精神上像个年轻人，在他的翻译事业上也仍然保持
着年轻人的拼搏精神。他已经获得了翻译界的最高奖项，又
是这般高龄，按说早可以颐养天年。但他没有，许老还正在
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并计划在一百岁之前翻译完成，也
就是四年之内还要翻译30本书。为了抢时间，跟时间赛跑，
他现在每天工作到凌晨3.4点钟，这是一般年轻人也很难做到
的。用他的话讲就是白天不够用，向夜晚借几点钟。他开玩
笑地说;我现在是能活一天算一天，不敢奢求。

歌德说：你若要喜爱你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
许老已经为这个世界创造了一笔巨大的文学财富。但他仍争
分夺秒，永不停息，尽可能多地去翻译更多的作品，是因为
他无比的热爱自己的事业。翻译对他来讲是一种别人无法剥
夺的精神上的快乐，是他自己喜爱的价值。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许老就是这样的学者。

由许老我不禁想到了鲁迅先生，先生患了肺病。医生嘱咐他
要多休息，但他仍不停地努力工作。别人认为他不在乎自己
的身体，他解释说其实并不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长寿，
想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在我的脑海里，
鲁迅先生和许老的影子重叠了。他们都是高尚的人，是无私
奉献的学者，他们都喜爱自己的价值，并且，用这价值给社
会创造出精神的宝藏。我们也会铭记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字。



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一生回想起来还有一点价值，不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的话，那么就让我们现在开始努力学习，完成学
业，以便我们长大后能为社会尽可能多地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