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演讲稿(通用10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
很苦恼吧。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孔子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当老师布置的作业中出现了读背论语时，我有些惊讶，也有
些苦恼，这可不是一件轻松和简单的作业，可当我渐渐走进
孔子的故事与世界，我才明白了这一句句精简的语句是孔子
的生活感悟，也是教给我们的做人之道。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这句名言是孔子对学习的
看法，死读书，不思考，又能学到多少东西?会思考，却不懂
学习。又有什么本事?我总是爱一遍又一遍地读这句话，它告
诉了我：只有在思考中学习，边学习边思考，学才能有效率。

论语这本书其实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过世后，守丧时编辑
而成的，这一守就是三年，三年的日子，无怨无悔地对恩师，
即使是亲生父子也很难有这般情谊。即使没有那些关于”
孝“的名言。有这么一群好弟子做榜样，也许我做不到像他
们一样如此之孝，但我会努力做一个有孝心，孝顺长辈的孩
子。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在论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是
讲”诚“的，做一个正人君子，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诚信。可
是在那么复杂的社会，又有多少人能拍着胸脯说我做到了诚，
做到了问心无愧呢?我不能……但自从读了论语后，我决心要
努力做到问心无愧。



诚，孝，仁，道，孔子总是言传身教，传给他的弟子，传给
整个华夏民族。论语给我的暑假生活画上了一个完美地句号。

孔子演讲稿篇二

9月28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伟大思想家、教
育家孔子的诞辰。下面是有纪念孔子诞辰演讲稿，欢迎参阅。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是儒家思想创始人、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诞
辰2567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活动。首先，谨让我
代表高霞小学全体师生对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领导、
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之瑰宝。多
年来，我校围绕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建设以民族精神为底色
的校园文化。我们根据学生的培养目标及发展需要，以儒
家“仁爱”思想为核心，以培养“四有”新人为归宿，
以“诵读经典、感悟经典、学做真人”为主旋律，通过开展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国学，爱国学，用国学的教育活动，让
学生逐步了解、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
道德修养，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增长才干，为民族文化的
绵延、创新与发展打造基石。

在国学教育活动中，我们采用“读(每周一篇人人读)、找(查
找经典故事等)、背(自背、互背校本课程)、操(在全校推广
国学礼仪操)、赛(班级、学校比赛)、赏(配乐、配画吟诵)、展
(手抄报、画展)、写(根据情节描写，展开想象读写)、演(举
行国学教育文艺汇演)、用(生活中运用)”等生动活泼的学习
形式，用国学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教育学生学会
做人，学会做“五爱”人，增强文化修养，提高综合素质。



在国学教育活动中，我们做到“五大结合”，即国学与语文
教学相结合，在培养学生书写能力和诵读能力的同时提高人
品;国学与校本课程相结合，开发了《三字经》《弟子规》《千字
文》《孝敬》《增广贤文》《论语》等国学校本课程，构建
独具“感恩、爱心、善念”的学校文化;国学与传统节日活动
结合，挖掘、拓展端午节、老年节、除夕等传统节日的特定
内涵;国学与学生的行为习惯培养相结合，开展“文明银行储
蓄”活动，每月一个专题活动等;国学与传统礼仪文化相结合，
开展三礼(礼仪、礼貌、礼节)、“开笔礼”等活动。人民网、
新浪网、xx教育信息网、xx日报、东南早报、海峡都市报、晋
江电视台、晋江经济报等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我校的创新活动。

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他的功绩和影响是世界上
前所未有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是为了表达我
们对这位伟大先哲的怀念和敬仰，对儒家文化的感悟和对继
往开来者传承光大的责任，提升我校的文化品位形象，提高
校园道德风尚，树立构建和谐校园的思想，营造尊师重教氛
围，培养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高霞学子。让我们借鉴孔子
的精神财富，传承优良的民族精神，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提高我们的道德水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为创建一个美丽、
文明、富饶的晋江而奋斗。

谢谢大家!

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庄严地站在这里，就是要纪念一位教师。

他的工作平凡而辛苦：他曾为物质生活的困顿苦恼过，为自
己的主张不被人重视牢骚满腹，即使这样，他依然勤勤恳恳，
无怨无悔地做着“教师”——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是所有教师的教师，是在他之后所有
知识分子、士农工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教师。他是第



一位教师，是教师的鼻祖，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他的光
辉榜样，教师职业的神圣和伟大才获得了世人的肯定，教师
才成了一门与众不同的职业。

这位教师不是别人，正是孔子。

2567年 前9月28日，孔子诞生于山东曲阜。15岁时，他立志
做学者。27岁时，开始创办私人学校。此后，孔子拥有了较
高的声誉。 51岁时，担任鲁国首都的市长“中都宰”，政绩
卓著。55岁——68岁，孔子经历了长达20xx年的周游列国，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孔子回到鲁国后，很受尊敬，享受国
老的待遇，专修诗书礼乐。公元前479年，孔子73岁时去世。

孔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开创的儒学，
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财产，是人类伟大的思想宝库。宋代
朱熹在诗中写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的思
想如长夜明灯，照耀着人类历史的长空。

当然，人们提起孔子的时候，想起的更多的还是他的《论
语》。《论语》就像是一本语录，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教
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被他的学生记录下来。这些语录，
有的是孔子上课所说，有的是孔子生活所言，一句句简短的
话中，透出的是孔子的朴素、豁达和智慧。

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他们就像一颗颗种子，把孔子的生活态
度、生活智慧广为传播。

如果说人的眼睛有两种功能：一是向外看，看外面无限宽广
的世界，以此来丰富我们的见识。二是朝内看，无限深刻地
去发现内心世界，让它更为洁净。那孔子就是教会人们如何
去看自己的内心，如何让它平和而温暖。

对待学习，孔子这么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指导人们在家要孝



敬父母，尊重兄长;在外对长辈、对师友和对周围的人要敬重、
友爱。做人要谨严慎行，心胸宽广;讲话要诚实可信，关爱他
人。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教师要做到“不愤不启，不悱
不发”，讲课时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和钻研兴趣，对学生要循
循善诱，耐心细致。这一系列教育思想和观念对我们教育工
作者来说，都具有非常好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深入
研究和学习。

让我们一起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孔老夫子的世界，在他的
世界里净化自己，美化自己，提升自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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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演讲稿篇三

孔子是春秋时代人，名丘，字仲尼，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号称弟子三千，关于他的故事可太多太多!所以我们
今天就来谈一谈：我心中的孔子!

首先，我认为他是一个不耻下问、终身求索的人。我们知道
孔子有很多的导师，大到道家创始人。孔子说："吾十有五而
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
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孔子一
共活了七十三岁，孔子一生中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学习!"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孔子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第二，我认为孔子是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孔子从四十
多岁开始讲学，一生弘扬仁、义、礼、智、信。孔子的一生
无疑是一次人世间的苦行。他出身于曾经的贵族，却必须面
对家族没落的现实，他创造了"以仁为本"的思想，却要应对
尔虞我诈的世事，年少的困难并未泯灭他远大的志向。中年
的挫折未曾动摇过他那坚持下去的斗志。晚年的离丧也没能



阻挡住他思想的升华!是他让中华民族成为了"全民有知"的民
族，为中华若干年后各个盛世的腾飞积蓄了雄厚的知识力量。

孔子是每个人都了解的，我们学过他的名言警句也不少，但
是真正能够知其意的缺很少很少，包括我自己，我目前也只
能懂得他的几句而已。

如今想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可一点都没有错，他的每句话都
含有巨大的哲理，每当我理解了其中的一句时，我只会认为
我自己要学的知识还多着呢!

这就是我心中的孔子，这也就是孔子爱人、爱己，正像他的
先师子产大夫说的那样："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远。"孔子不愧为真君子!他的弟子遍天下，也
把仁、义、礼、智、信，传遍了天下!

我心中的孔子：东方圣贤!

孔子演讲稿篇四

我个人一般把孔子的思想分为三个方面：仁，礼和教
育。“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分为两部分，对于
人与人相处之间的“仁”和政治上的“仁”。第一个“仁”
用孔子最著名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主张的是爱人和为别人考虑，当然儒家的爱人不是
墨家的“兼爱”思想，无差别的博爱，儒家的“爱人”的最
低限度是不侵犯他人，限度之上是分等级的爱，不同的人不
同的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更深层次的我能意会一些但是
无法言传；第二种“仁政”就是强调为政者的“仁”，首先
强调德政这是对为政者的普遍要求，论语中“为政以德，譬
如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就强调了这一点；第二是强调
的当政者的素质，尤其强调帝王的以身作则，“政者正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遂令不行”，要求领导者用
自己的行为去带领自己的团队，但是这也是儒家在孔子的春



秋战国时期没有被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
吧，某学校某辅导员，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老师那里加印象
分，竟然能够让20多个大一大二的男生去给他孩子的学校锄
地去，而且不发放专业工具，给的是铁锹，连学校特色都发
挥不好，但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些同学因为干活太卖力，手
给磨破了，我想说这就是tmd的'荒唐，但就是一个辅导员手
里有一些让不让你进学生会入不入党的权力就能让他的学生
干这种荒唐事，那么在春秋时期呢？帝王手里握着生杀大权，
还有一大帮人吃不饱肚子，他根本不愁找到听话的还能干活
的人，所以没人管孔子这一套，我行我素，反正有人干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
两千多年呢？是因为儒家思想中的“礼”。其实就是规定了
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矩，这对于这个社会来书是必需的，但
是却为孔子招来了阵阵骂名，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吃人
的礼教”。其实礼教其本身并没有好坏，因为人与人之间相
处，除了法律外，需要一些其他的规矩来维护。但是中国自
来有的是家天下的思想，老子是皇帝，儿子是皇帝，孙子也
的是皇帝，不能出了这个框框，也就是说要一代一代下去的
维持现状，你该干嘛干嘛，尊卑不能乱，而儒家思想正好契
合了封建帝王的需求。儒家的“礼”来源于周礼，孔子本人
是一个复古狂热分子，他喜欢古代的制度，主张“法前”，
就是向前学习，祖宗留下来的去遵循就好，改革会劳民伤财，
这正好是那些帝王所需要的。一代一代下去，咱们不能乱，
都好好的各安其职，社会也就和谐了，每个人有自己的框框，
一代人继承一代人的框框，传下去就ok了。这样的思想忽略
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需要
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其相适应，社会才能取得进步，但是中国
的封建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收到这种思想的控制，改革始终
涌现的是控制，而不是开放。所以即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
本主义萌芽，但是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当然这与清朝统治
者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和闭塞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觉
得雇佣关系在宋朝已经产生了，把资本主义萌芽定义在宋朝
应该更贴切一些，但是就像明朝，让在当时思维相对落后的



统治者扼杀了。

最后一个就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主张是“因材施教”，
也是现在素质教育喊得口号，但是我觉得仅仅就是口号了，
个人认为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是很困难的。孔子的因材施教
不只是对于不同弟子的因材施教，而且对于其弟子的不同阶
段也会予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孔子对于樊迟的回答，论语中
记载了樊迟三次问仁，第一次问，孔子回答说：“爱人”，
这就是仁者爱人的由来，但是樊迟似乎没有相通，第二次樊
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先难而后获”，就是做困难的事
有了收获，可以说是仁，即是对樊迟的解惑，又是对樊迟的
鼓励；第三次樊迟问仁时已经很成熟了，他变相的问了一
下“崇德”，孔子夸奖他问得好，后回答”先事而后得”，
就是先做一件事情然后再去考虑这件事情的利益就是”崇
德”。而孔子的了另一位弟子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克
己复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它符合礼仪。这是孔子的因材
施教，也是我参加新东方面试，成为老师渴望做到的一个境
界，希望新东方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over

孔子讲学

前几天抱着体验一下企业文化的目的去参加了沈阳新东方的
面试，经过一些纠结决定报的是初中历史老师，因为我想不
出五分钟的试讲能够测试出什么，知识的祭奠真不是五分钟
能搞定，所以就选择了历史（初高中的东西剩的也就这些
了），可以展示一些讲课技巧，然后很侥幸的通过了，可能
是有资格参加后续的一些培训，深入体验企业文化了，试讲
的题目是孔子，在这里分享一下。

比较悲剧的是，最后一段教育没讲就让我下去了，埋了半天
伏笔，但是却没有把底牌亮出来也是蛮悲哀了，不过庆幸的
是通过了试讲面试，可以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了，虽然自己



不能够参加完整个培训过程，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短暂
的培训期间进一步感受新东方的企业文化，进一步强化自
己，fighting.

孔子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参加《论语》
诵读的小朋友们：

先师功德传青史，儒学精华映丹心。

非常荣幸与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专家学者和现场小朋
友们共同见证先师孔子像的揭幕仪式。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当我们回顾中华
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演进，总有一个身影在我们的视野中久久
停驻，那就是先师孔子。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古
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
已被誉为“天纵之圣”，被后世历代学者大家尊称为孔圣人、
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纵观中化民族文明史，以孔子为代表
的儒家思想将其深刻的思想精髓、高远的价值取向贯注到中
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文化气质，成
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最为珍贵的财富。

南涧历史悠久，早在唐宋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原文
化就传播到这里，与本土文化交融激荡，形成了南涧独特的
民族文化底蕴。溯南涧之史，西汉属益州郡，东汉隶永昌郡，
唐初归姚州都督，南诏大理国时为蒙舍赕之地。元至元十二年
(公元1275年)设置定边县。明洪武16年(公元1383年)重置定
边县。坐落于南街向阳坡毓秀书院西面的文庙，当地八旬老
人都无法描述出具体的模样，包括我本人参加工作多年，也
只知道这里是原公检法驻地，俗称庙子。查阅《康熙定边县
志》学校义学附，有这样的记载：“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



年)，知县冯源广，建社学于旧治东门内”。此段文字成为南
涧乡社设置学校的最早文字记录。南涧文庙亦约建于此时。
南涧文庙自明代兴建到今天大成殿等建筑修复，已经经历
了542年。在这5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文庙共经历了五次较
大的重修：第一次重修是丁亥年(公元1587年)景倮劫县焚毁，
知县周希孟改建于旧治东;第二次重修是壬辰年(公元1592年)
地震，圣殿明伦堂两庑俱倾，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以后，
知县吕崇简、何锡爵、崔靖等人，先后建大殿五间、启圣宫、
戟门、两庑、灵星门、明伦堂;第三次重修是康熙五十
年(1711年)知县杨书重修，重修月台、神道、泮池，新建名
宦祠、乡贤祠，第四次重修是道光九年(1829年)重修了大成
殿，后又重修了启圣宫，当时的南涧文庙，已经具备了较大
的规模，是历史上建设最宏盛的时期。第五次重修则始
于2011年12月30日，南涧镇历史文化古街区保护与发展项目
启动，两年多的时间，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县
人大会、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通过县级有关部门，南涧镇、
南街社区及周围农户的密切配合，完成了文庙大成殿、大成
门、两边厢房、卫生间及其他附属设施，城隍庙、魁阁、观
音阁、锁水阁、无量塔等重要古建筑的抢救性修复和重建工
作，与2011年修葺完成的毓秀书院、南涧巡检司、关圣殿一
起，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落。

南涧文庙于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设学，当地人又称黉
学。有了定边文庙发挥传承教化的功能，南涧这个边远小镇
的适龄孩子开始正式在文庙内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原文化
熏陶。文庙在南涧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既是祭孔圣殿，又
是儒学传授之所，为南涧培养了一批批明理之士，成为南涧
历史文化的渊源。从文庙现存建筑可知，南涧文庙建筑规格
高，年代久远，建筑工艺精致，设计科学，具有重要的历史、
艺术、科学研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南涧文庙遗存建筑在原县检察院(启
圣宫)、县公安局(大成殿)范围内，分别由两家单位管理使用，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老公安局搬迁新址后，转手于县检察



院使用。县检察院搬迁新址后，先后将文庙大成殿等建筑出
售给私人。由于年代久远及风雨剥蚀等原因，修缮前的文庙
里面物品无一留存，房屋受损严重，大成殿屋面瓦砾局部老
化脱落，椽橼朽坏严重，部分建筑构建脱落，属于严重危房，
亟待抢救修缮。

县委、县人民政府结合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对南涧镇
历史文化古街区重要古建筑的抢救性修复工作给予高度重视，
县委书记苏发吉，县委副书记、县长吉向阳，县人民政府副
县长李华东等县领导多次到古建筑群落调研，邀请省州文物
专家到现场对抢救性修复工作作面对面指导，从保护和传承
文化遗产，发展南涧旅游文化产业的角度出发，在多方听取
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组织有关部门科学制定了《南涧镇历史文
化古街区保护与发展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南涧镇历史文化
古街区保护与发展方案》，为确保工程的顺利实施，县人民
政府成立南涧镇历史文化古街区保护与发展项目工作领导组，
下设综合、实施、规划、旅游、宣传、审批和环评等七个工
作组，开始对以文庙为主的古街区重要古建筑实施抢救性修
复工作。

修复重要古建筑，是极为复杂的工程，必须坚持文物修旧如
旧、最小化破坏的原则，材料与风格都要完整地保留古建风
格。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曾经说过“思考与实用的
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一些简便方法，原来
枯燥无味的工作，有了简便方法，就令人感到兴趣了”。一
位睿智的领导也教诲过我们，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
公平的。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可以增加生命的
厚度。《火蓝刀锋》电视剧中有一句名言“要想得到你从未
有过的东西，就必须去做你从未做过的事情”。修复古建筑，
对于县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是一项从未经历过的工作。
面对诸多困难，相关工作人员从强化学习入手，精心查证各
种资料，以执行担当的工作作风和饱满的工作激情，投入到
此项工作中，写就了工作历程中难忘的一页篇章。



文庙大成殿坐东北朝西南，属土木抬梁斗拱结构，单檐歇山
屋顶，为清代建筑风格，通面阔5间，宽17.5米，通进深11.5
米，其梁架的斗拱等装饰雕工细腻。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大
成殿大堂内孔子及其弟子等圣人牌位已经被毁。我们不会忘
记，在修复文庙大成殿、大成门等重要古建筑的过程中，县
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到现场勘察，征求各部门、专
家和群众的意见，为重要古建筑的修复指明了方向。建设期
间，省文化厅厅长黄峻，原州委书记、现省审计厅厅长刘明、
州委书记梁志敏、州长何华等领导也先后到文庙检查指导工
作，使工程建设更加科学合理。我们也难以忘记，修复古建
筑每一天，大家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悉心的感受是辛苦并快
乐着，工作中更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一是通过挖掘清理
文庙大成殿的大堂，在40厘米的水泥地底下，发现了保存完
好、原始如初的清代地墁，并通过州级文物专家考证。这些
地墁就是今天展示在大家眼前的堂内地砖;二是发现了文庙大
门前石狮子前肢的一块残片，由此可以推断出当时南涧文庙
的规模;三是发现了孔子青铜像褶裙的一块碎片，成为当时文
庙大成殿内贡奉的孔子像就是铜像的有力佐证;四是在城隍庙
对面的厢房土墙内发现了立于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的
《城隍祠常住碑》、立于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的《乡约
公田碑记》、立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的《署蒙化直隶
厅分防南涧巡政厅加三级记录五次杨为》、立于清道光十二年
(公元1832年)的《特授蒙化直隶厅分防南涧巡政厅加三级记
录六次王为》四块石碑，这些石碑何时何地由哪些好心人和
有识之士藏进土墙中，至今已无法考证，而今重现，则成为
南涧历史的一段难得印记。连同2012年11月叶榆杨政业先生
撰写的《南涧县城历史文化建筑群修葺碑记》，我们在城隍
庙内建起了一道碑廊，谨供游客观光鉴赏。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语》诵读的小朋友们，
现在我们用一个简短却庄严的揭幕仪式来迎接孔子铜像正式
落户于文庙大成殿。孔子铜像的落成，不仅有利于提升南涧
镇历史文化古街区的文化品位，塑造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
更是为有志者树立了立德修身、勤而好学的表率，激励着我



们在今后的学习与成长中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回望历史，以“求仁得仁”为魂
魄的儒家思想历经数千年时光的洗涮愈显持久的生命力。时
至今日，社会的科学发展又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
了新的契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望孔子，我们仿
佛又看到了昔日先贤读书不辍、韦编三绝的勤勉身影;“博学
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朝闻其道，夕死可矣”，孔子对
真理发自肺腑的讴歌依旧震荡着我们的耳膜。面对圣贤，在
尊崇和敬仰之余，我们更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伟大心灵的力量：
作为学者，他好学若渴，求知如饥;作为政治家，他慎言敏行，
不懈追求;作为教育家，他更是立人达人，诲人不倦。他以后
人不可企及的精神高度成为几千年来恒久屹立的万古师表。

我坚信，随着文庙等重要古建筑群落的修复完善，随着古街
区入口商业街建设、无量山樱花谷、灵宝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南涧跳菜村、南涧境内自驾游环线等旅游项目的顺利推进，
南涧的优秀民族文化将更加灿烂辉煌，南涧的旅游文化产业
将迎来美好的明天和未来。

文庙的恢复修缮，得到了出席今天揭幕仪式的各位领导、关
其朝夫妇等居民户的鼎力支持，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程
预算单位、审计等部门尽心履职，严把工程质量关，确保了
重要古建筑抢救性修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此，我谨代表文
化部门对在工程建设中作出奉献的各位社会贤达和附近居民
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后我用____年12月30日启动仪式上我工作汇报中的一句话
来结束我的发言：心灵的远方是彼此的期望，幸福的家园是
共同的梦想!

孔子演讲稿篇六

《孔子和学生》这篇课文记叙的是我国春秋时代的大教育家



孔子因为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而受到学生的尊重，从而使得
学生明白了自己虽然各有优点，但都还要不断学习的.道理。
四年级的学生对于大教育家孔子了解得比较少，课前我布置
让孩子们搜集有关孔子的资料和图片，课上结合师生手中资
料给学生们提供交流资料的平台。因此，在这节课的教学中
我觉得最满意地方是同学们课下收集的资料、图片、格言，
通过丰富的图片，翔实的资料介绍，让学生对孔子有了一个
较为全面地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情不自禁的发
出“呀、啊”的感叹，这样孔子的形象已在他们心中扎根，
在此基础上再学习课文，为学生的学习、思考提供了更广阔
的背景，真正帮助学生们理解了课文内容，感悟了孔子的教
育思想。

孔子演讲稿篇七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着作，虽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记录的
言论，但孔老夫子思想的精髓却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
现。有幸一读，也得到了一些感悟，虽然年龄尚小，对许多
语言的理解还不很到位，但还是愿意将自己的感悟，用文字
记录下来。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句话的意思，温习旧
的知识而从中获得新的知识，这样，就可以做老师了。在这
里，孔子教给我：对旧的知识要及时复习，而不能弃之不顾。
的确，这句话很有道理，高中阶段，几乎每天都要接受大量
的新知识，时间有限，很多人都选择学习新的，而把旧的放
在一边，可是你有了时间再拿起所谓的旧知识，却又成为新
的了。其实，温习旧知识，绝非是浪费时间，而是对知识的
一种整合，酿酒愈久愈弥香，书品愈久愈有味，知识也是如
此，温习的次数越多，就愈是饱和，你从中悟出的东西也就
越多，而这些知识，将会是你宝贵的财富。

还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是孔子在告诉我：只是学习不思考就会迷茫，只思考不学



习就会感到愚昧。这句话同时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性，
学习和思考是一对好朋友，永远都是结伴而行的。在学习过
程中，要兼顾思考，在思考过程中也要学习。荀子在《劝学》
中也曾说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这也是
在强调学习对于思考的重要性啊!而陆游有诗：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时要躬行。虽然是在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也可以引申一下，理解为思
考实践对于理论学习的重要性呢!总之，思考和学习一起，才
能发挥出其无穷无尽的力量。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这是在教
给我们，要乐于学习，以学习为乐。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在教给我
们：做学问要诚实，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孔子的思想深如大海，而我，愿做其中的一尾小鱼，细细品
味其中的精华，汲取其中营养。

孔子演讲稿篇八

我个人一般把孔子的思想分为三个方面：仁，礼和教
育。“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的仁分为两部分，对于
人与人相处之间的“仁”和政治上的“仁”。第一个“仁”
用孔子最著名的话说就是“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主张的是爱人和为别人考虑，当然儒家的爱人不是
墨家的“兼爱”思想，无差别的博爱，儒家的“爱人”的最
低限度是不侵犯他人，限度之上是分等级的爱，不同的人不
同的爱，这是最通俗的解释，更深层次的我能意会一些但是
无法言传;第二种“仁政”就是强调为政者的“仁”，首先强
调德政这是对为政者的普遍要求，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
北辰，居其中而众星拱之”就强调了这一点;第二是强调的当
政者的素质，尤其强调帝王的以身作则，“政者正也，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遂令不行”，要求领导者用自己的



行为去带领自己的团队，但是这也是儒家在孔子的春秋战国
时期没有被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举个例子来说吧，某
学校某辅导员，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在老师那里加印象分，竟
然能够让20多个大一大二的男生去给他孩子的学校锄地去，
而且不发放专业工具，给的是铁锹，连学校特色都发挥不好，
但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些同学因为干活太卖力，手给磨破了，
我想说这就是tmd的荒.唐，但就是一个辅导员手里有一些让
不让你进学生会入不入党的权力就能让他的学生干这种荒.唐
事，那么在春秋时期呢?帝王手里握着生杀大权，还有一大帮
人吃不饱肚子，他根本不愁找到听话的还能干活的人，所以
没人管孔子这一套，我行我素，反正有人干活。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思想统治了中国
两千多年呢?是因为儒家思想中的“礼”。其实就是规定了人
与人之间相处的规矩，这对于这个社会来书是必需的，但是
却为孔子招来了阵阵骂名，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吃人的
礼教”。其实礼教其本身并没有好坏，因为人与人之间相处，
除了法律外，需要一些其他的规矩来维护。但是中国自来有
的是家天下的思想，老子是皇帝，儿子是皇帝，孙子也的是
皇帝，不能出了这个框框，也就是说要一代一代下去的维持
现状，你该干嘛干嘛，尊卑不能乱，而儒家思想正好契合了
封建帝王的需求。儒家的“礼”来源于周礼，孔子本人是一
个复古狂热分子，他喜欢古代的制度，主张“法前”，就是
向前学习，祖宗留下来的去遵循就好，改革会劳民伤财，这
正好是那些帝王所需要的。一代一代下去，咱们不能乱，都
好好的各安其职，社会也就和谐了，每个人有自己的框框，
一代人继承一代人的框框，传下去就ok了。这样的思想忽略
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需要
相应的制度改革与其相适应，社会才能取得进步，但是中国
的封建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收到这种思想的控制，改革始终
涌现的是控制，而不是开放。所以即使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
本主义萌芽，但是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当然这与清朝统治
者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和闭塞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觉
得雇佣关系在宋朝已经产生了，把资本主义萌芽定义在宋朝



应该更贴切一些，但是就像明朝，让在当时思维相对落后的
统治者扼杀了。

最后一个就是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主张是“因材施教”，
也是现在素质教育喊得口号，但是我觉得仅仅就是口号了，
个人认为做到真正的因材施教是很困难的。孔子的因材施教
不只是对于不同弟子的因材施教，而且对于其弟子的不同阶
段也会予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孔子对于樊迟的回答，论语中
记载了樊迟三次问仁，第一次问，孔子回答说：“爱人”，
这就是仁者爱人的由来，但是樊迟似乎没有相通，第二次樊
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先难而后获”，就是做困难的事
有了收获，可以说是仁，即是对樊迟的解惑，又是对樊迟的
鼓励;第三次樊迟问仁时已经很成熟了，他变相的问了一
下“崇德”，孔子夸奖他问得好，后回答”先事而后得”，
就是先做一件事情然后再去考虑这件事情的利益就是”崇
德”。而孔子的了另一位弟子颜渊问仁，孔子的回答是”克
己复礼”，约束自己的行为使它符合礼仪。这是孔子的因材
施教，也是我参加新东方面试，成为老师渴望做到的一个境
界，希望新东方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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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演讲稿篇九

教育家布鲁巴克认为：“最精湛的教学艺术，要遵循的最高
准则，就是学生自己提问题。”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对于培
养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习惯非常重要。而教师鼓励学
生提问题固然重要，方法的引导也非常重要。

本课的设计，教师就像是一位教会孩子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
教练，创设平台，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活动中获得能力，体验
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的乐趣。另外，教师在课堂中结合“三
单”有机运用小组学习和梯度推进，重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
用，对保证每一位学生都实现学习目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以说，本课教学设计，花样不多，实实在在，把大量的时
间还给了学生，而老师的主导作用也发挥得恰到好处。

孔子演讲稿篇十

9月28日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伟大思想家、教
育家孔子的诞辰。

大哉孔子博闻精思孔子被尊为圣人。他不仅是儒学大宗师也
是中国教师的开山鼻祖。孔子之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方
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三十而立孔子首创私学在民间开坛设
教传授六艺。其所招门徒或世家子弟或贩夫走卒无论出身之
高低贵贱，均有教无类不偏不倚后继两千年的平民教育之路
自孔子而生发。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位列世界十大思想家
之列。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包括了政治、哲学、伦理、教育、
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和主张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构成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学说不仅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思想
文化遗产也是全人类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孔子的诞辰日9月28日定为世界教师节。20__年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最高级别的国际奖项孔子奖奖励在世界



范围内对教育文化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文化是民族的根传承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凝聚着这个民族
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现实感受。文化是民族的魂守护
着一个民族的心灵家园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理想追求和
行为准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着中华民族
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
步做出了独特贡献。海纳百川乃大地承万物乃昌。中华文化
因兼容并蓄而丰富多彩因推陈出新而活力四射因特色鲜明而
远播四方。先贤圣哲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等伟大思想崇尚仁义
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好人格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人生理想追求人际和谐、身心协调、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
精神境界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古人不但留下了浩如烟海、泽及
人类的文化典籍还贡献了不计其数、深刻影响世界的发明创
造。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地学、数学、农学、医学和人文
科学的许多领域都曾独步一时。在15世纪之前的漫长历史中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保持了千年的领先地位。就连西方
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曾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宋代都市化
的出现、科技发展的成功、国际贸易一直到阿拉伯……文学、
艺术、宗教等都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而当时的西方还在中世
纪。

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深深融入到每
个炎黄子孙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但总能浴火重
生虽经无数更朝换代但阻隔不断精神血脉这贯通其中的正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脉。追古思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铸
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