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 竞聘演讲稿
古诗(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篇一

比尔·盖茨说：您眼前的一点小毛病随着企业的发展也能成
为企业经营失败的主要原因。企业的顺利发展和持续经营在
于您的企业是否有一个坚实的管理基础，在于企业各方面因
素的协调。因此我们一定要强化基础管理，克服薄弱环节。
不容置疑，在各位领导和同事面前，我还是一个才疏学浅、
相对陌生的学生或者新兵；凭心而论，参加竞争，我一无成
绩，二无资历，三无根基，优势更无从谈起。倒是拿破仑的
那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在激励着我斗胆一试，响
应组织号召，积极参与竞争，我深信，通过这样科学的形式，
推选出来的中层管理者一定是公司里秀的人才，真正德才兼
备的人。在我演讲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最想说的是：如果我
在竞争申不能取胜，我仍将一如既往的努力工作，为公司奉
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最后以一首对联来结束我的演讲，上联
是。“胜固可喜，宠辱不惊看花开”，下联是“败亦无悔，
去留无意随云卷”，横批是“与时俱进”。

【竞聘演讲稿精彩结尾二】

踏着夏日的脚步，白色的荷花静静地又开了。我的心情格外
激动，愿自已而在平淡的日子里，有如荷的心，处风不惊，
默默奉献。用一颗如荷的心，继续与圣洁同在，与生命永恒！

我，是我们，是我们白衣天使的心！



【竞聘演讲稿精彩结尾三】

这是一种借他人结尾作为自己结尾的一种方法。它包括两种
情况，一是顺手牵羊用别人结尾中的原话来表自己的志向；
二是简单汇总他人的“意思”作为自己的“意思”。如，在
竞聘厂长的演讲会上，许立华在演讲结束时这样说：“刚才
刘勇同志说的完全代表了我的心，那就是：无论能不能获得
这个职位，我都要发奋图强，为咱厂迅速创造新的辉煌贡献
自己的力量！”（掌声）他巧妙借他人之言表达自己的决心，
看似重复却又新鲜，不仅没有拾牙慧之嫌，还能让人在重复
之中看出演讲者不凡的智慧。

【竞聘演讲稿精彩结尾四】

同学们，请信任我，投我一票，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吧！我
会经得住考验的，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每个
人的聪明才智，我们的班务工作一定能搞得十分出色，我们
的班级一定能跻身全市先进班级的先列，步入新的辉煌！

【竞聘演讲稿精彩结尾五】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古希腊哲人说：“给我一个支撑点，
我会把地球撬起”，这是对生活的自信；而我现在要
说：“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干出我的风采！”，这是我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无尽追求。我也深深地知道：此次竞聘
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会成功，而另一部分人会落选。对此我将
以平常心来面对。此次竞聘，无论成功失败，我都将以此为
新的起点，更加努力工作，勤奋学习，迎难而上，把自己的
全部智慧与精力奉献给我们七冶公司！奉献给我所至爱的事
业！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竞聘演讲稿精彩结尾六】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我今天参加竞聘是抱着积极参与，让
更多的同志了解我，认识我，对于结果我会以一棵平常心对
待，如果竞聘不成功，决不会有任何思想负担，会在我原来
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好好工作。如果我竞聘成功，我一定虚心
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决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一定
会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成绩，一定做的比说的好。谢谢大
家！

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篇二

夜书所见 叶绍翁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
一灯明.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
少一人.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
片日边来.

饮湖上初晴后雨 (北宋)苏 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
总相宜.

下册：《咏柳》贺知章,《春日》朱熹,《乞巧》林杰,《嫦娥》
李商隐

咏柳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

春日 朱熹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

乞巧 唐·林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
几万条.

嫦娥 李商隐

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篇三

尊敬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苏东坡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曹文轩说：“人类悲剧的不可避免在于：人无法还家；更在
于：即便是还了家，还依然在无家的感觉中。”我们身处现
在的时间节点，暮然回首，发现过去的人生，就像是电影里
配乐的叙事片段，我们的心在向前推进的每一帧画面里寻找
着皈依的地方，渐渐脱离最初的那个被亲情围绕的温暖的豆
荚。我们需要一个契机，或许时间短暂，却可以让我们重温
情感的羁绊，去填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团圆情结。

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在我们熟悉西方节日的具体日期比亲
人生日更加铭记的今天，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我们的概念里只
是调养生息的机会抑或是成为热爱文学之人附庸风雅的话题，



佳节的来历，前人赋予的神奇色彩再不为人们津津乐道，文
人墨客的诗意文字大多尽散在历史的遗风中，而不为我们推
崇的腹中底蕴。

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
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当中国梦这三个字
成为众多报刊，杂志的醒目标题，当中国梦这一精神成为先
进工作者内心的正能量，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梦并非异想天
开，而是从对中国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
所以为了践行这一精神，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丰富传统节日
的内容，以发展的眼光正确地认识它们。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中秋
之夜！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尊敬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秋浓了，月圆了，又一个中秋要到了！本周日，农历的八月
十五，我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中秋节，处在一年秋季
的中期，所以称为“中秋”，它仅仅次于春节，是我国的第
二大传统节日。

中秋的月最圆，中秋的月最明，中秋的月最美，所以又被称为
“团圆节”。

金桂飘香，花好月圆，在这美好的节日里，人们赏月、吃月
饼、走亲访友……无论什么形式，都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无
限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中秋是中华瑰宝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特别讲



究亲情，特别珍视团圆，中秋节尤为甚。中秋，是一个飘溢
亲情的节日；中秋，是一个弥漫团圆的时节。这个时节，感
受亲情、释放亲情、增进亲情；这个时节，盼望团圆、追求
团圆、享受团圆……这些，都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同学们，一定能背诵出许多关于中秋的千古佳句，比如“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些佳句之所以能
穿透历史的时空流传至今，不正是因为我们人类有着的共同
信念吗。

中秋最美是思念。月亮最美，美不过思念；月亮，高不过想
念。中秋圆月会把我们的目光和思念传递给我们想念的人和
我们牵挂的人，祝他们没有忧愁，永远幸福，没有烦恼，永
远快乐！

老师们，同学们，这个中秋，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度过！
心怀感恩！感恩一切造就我们的人，感恩一切帮助我们成长
的人！心怀感恩，我们才懂得尊敬师长，才懂得关心帮助他
人，才懂得勤奋学习、珍爱自己，才会拥有快乐，拥有幸福！

老师们，同学们，中秋最美，美不过一颗感恩的心！中秋最
美，美不过真心的祝福！

在此，我代表学校，祝老师们、同学们中秋快乐，一切圆满！

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篇四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日日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皆被明日累，明日无穷老将至。

晨昏滚滚水东流，今古悠悠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尘劳迥脱事非常，紧把绳头做一场。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元日古诗诵读比赛视频篇五

2、谷雨干时手自锄。——唐·曹邺《老圃堂》

3、嘉谷雨来长。——宋·张嵲《怀新亭四首》

4、装迟谷雨催。——宋·杜安世《巫山一段云》

5、谷雨笋茶俱俊美。——宋·刘过《春日即事》

6、谷雨深春近。——宋·方回《治圃杂书二十首》

7、茶村谷雨前。——宋·陆游《出行湖山间杂赋》

8、谷雨初晴早景中。——宋·李山甫《牡丹二首》

9、茶将谷雨前。——宋·黄彦平《田家春日二首》

10、谷雨赊犹半月期。——宋·程公许《题花十绝句》

11、茶户初收谷雨芽。——宋·陆游《暮春龟堂即事》

12、谷雨将应候。——唐·李适《送徐州张建封还镇》

13、各将谷雨崖烟写。——宋·方回《次韵送张文焕》



14、是日已尝谷雨茶。——宋·方回《记游自次前韵》

15、谷雨如丝复似尘。——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16、云弄轻阴谷雨乾。——宋·贺铸《翦朝霞/鹧鸪天》

17、鄙哉谷雨枪与旗。——宋·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

18、谷雨催秧蚕再眠。——宋·舒邦佐《春日即事五首》

19、采茗先谷雨。——宋·梅尧臣《送刘郎中知广德军》

20、谷雨初过换夹衣。——宋·陆游《入云门小憩五云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