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
二(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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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二篇一

我的童年是和母亲一起在乡村中度过的，那时母亲在一个离
县城一百多里外的偏远乡政府工作。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生活是非常单调的。一天的劳作
之后，大人们聊天、打扑克，小孩们是捉迷藏、拍“取灯
片”(方言，指火柴盒的外封面)、踢毽子、跳皮筋。全公
社(当时对乡政府的称呼)十几个自然村就公社有一台电视机，
并且收到的频道也就一两个。那一年夏季，正热播《水浒
传》，由于天气炎热，电视就从屋内移到屋外，放在了一个
大木头架子上，人们围坐在院子里看。渐渐的附近村里许多
孩子吃完饭后也跑到公社来看电视，来的人多了，孩子们不
免为了一个好的位置而发生争执。有一次，我的好位置竟也
被别人抢了，我与抢位置的孩子大打出手，并要他以后不准
再来看电视。及时赶到的母亲把我拉到一边，狠狠地批评了
我。母亲说：“电视是公共财物，你有什么权力不让别人看?
你不是公子哥，也不是电视里演的‘衙内’，永远记住任何
时候都不能仗势欺人。”在我的记忆中，与同学、朋友发生
不愉快时，不管对错，母亲肯定先批评的是我，当时对母亲
很是有些抱怨，对母亲的做法也不理解。直到参加工作后，
在一次交谈中，母亲才说到，我当时是乡干部，不能在群众
的心目中造成坏影响。

记得那时候没有丰富的零食，买几块水果糖、吃点瓜子都是



一种奢侈。在离公社不远的供销社门口有一个常年摆摊的老
人，我有时嘴馋了，母亲会去那给买点瓜子吃，但并不是每
次都会满足我的要求，因为母亲一个月的工资也仅仅三十多
元。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也学会了调皮，有几次想吃瓜子了，
就自己跑到老人那买点瓜子，没有钱，就以母亲的名义欠账，
并答应过两天就给。几次下来，一共欠了两三毛钱，那时买
五分钱瓜子就能装满一裤兜。后来，没法还账，我就开始躲
着，绕道走。纸里包不住火，终于有一天，摆摊的老人找到
母亲，把我欠账的事全部抖了出来，母亲替我还清了账。这
一次母亲并没有太责怪我，而是说了一番话，让我记忆犹新。
母亲说：“一个人总有犯错的时候，但犯错了，就要勇于承
担，勇敢面对，人最宝贵的就是要讲诚信，言而有信，一诺
千金，既然欠账了，就要还，逃避是无能的表现。”

从上学开始，我在农村同学的眼里，头上就顶着吃“商品
粮”的光环。但在母亲这里，并没有让我感到什么特殊待遇。
每到夏收秋收总要把我带回老家去帮工，同大伯一家一块给
祖父种地，让我在广阔的田地间接受劳动教育，感受劳动后
收获的快乐。在公社院子墙角有块空地，母亲便把它开垦出
来，种上蔬菜。学习的间隙，也经常要我帮忙施肥、浇水。
母亲常说，我们家世代农民，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勤劳应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坚持的品质，千万不能想着不劳
而获。为了教育我，母亲专门找人用毛笔正楷写了一幅宋庆
龄的《教子经》挂在了正对门的地方，每天回到家，一抬头
看见的就是那幅字。其中有一句“给钱不算父母心，给德才
是真关心”，我一直牢记心头。

一路行来，我已中年，母亲的形象在心里却越来越明亮，她
就是我心中的那盏明灯，永远为我照亮前进的路。

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二篇二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立足当下，畅想未来。

在度过了一个忙碌而充实快乐的暑假之后，我们又迎来了新
的学期，昨日的辉煌已然远去，新征程新挑战就在面前。站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整装待发。

再过九个月，高三的同学们即将迎来高考。三年高中拼搏、
十二年寒窗苦读，也只剩这寥寥数月。俗话说“行百里者，
半于九十，此言半路之难也”。最后的冲刺时刻，我们需要
比过去两年乃至十一年更为旺盛的斗志、更为坚强的毅力、
更为细致的眼光、更为勤恳的耕耘。坚守信心，不怕吃苦，
注意方法，同学间互帮互助，师生间诚挚交流。撒汗于今日，
无悔于明朝，今天的奋斗不仅能让我们有机会触及梦寐以求
的象牙塔，更让我们看到自身可待发掘的无限的潜能，从而
使我们的人生增添无数的可能。愿明年的盛夏，启中的高三
学子能“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大唱“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高二是高中生活关键的一年，经过了一年的适应，面对即将
到来的高三，新鲜感早已不在，未来任重而道远，也许此刻
你心感枯燥，难以前进，但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
花扑鼻香”，请相信：此刻的努力不仅会使你在两年后的高
考中赢得优势，更能使你树立信心，以高昂的斗志、乐观的
心态面对高三的学习生活、面对最终的高考，甚至是面对以
后的人生。愿高二学子们能够细心学习、潜心钻研，为高考
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高一的同学来说，这个学期同样重要，初入高中的短短几
天，你们就会感觉到高中与初中的大不相同，你们需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适应高中生活，需要在这个学期中找准方向，把
握住方向，把握住自己的热爱、擅长的学科，同时又不能落
下其他的学科。也许“九门功课同时学”使你感觉疲惫，让
你总想着“战略性”放弃。但是请记住，你们此刻学得的每
一点知识，都将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基础;你们此刻付出每一点



努力，都将为未来的考验铺平道路。对你们来说，三年真的
很短暂，高考，其实就在眼前。

最后，祝愿启中的全体师生在新的学期里工作顺利、学习进
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二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二(6)班的xx，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春之
感想》。今年的冬天似乎格外漫长，直到现在气温才回升，
才真正感受到春风拂面，春意盎然。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
在此，有四句话我想与同学们共勉：

第一句话：一切从头开始。

英国诗人雪莱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
你自己”。无论过去是失败还是成功，都已成为历史。而未
来就像是一张空白的纸，静静地等你拿起笔。新的一学期已
经开始，同学们，我们应该勇于告别过去的不足，告别自身
的缺点，不断挑战自我，完善自我，重塑一个崭新的自己。

第二句话：成人又成才。

道德是人生活中的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生活资本，道德提升
人的价值。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品格，
高尚的情操，才能赢得更多的机会，获取更大的成绩。因此，
我们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地解剖自我，严以律己，
规范自己各方面的行为。

第三句话：学习是天职。

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里，唯有强大的本领才能立足社会，



学习也便显得尤为重要了。我们要把学习和人的幸福，人的
尊严，人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做一个爱学习，会学习，乐
学习，具有可持续学习能力的现代中学生。

第四句话是，爱拼才会赢。

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功之花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无
论何时，我们都需要刻苦自觉的精神和顽强拼搏的勇气。特
别是我们毕业班同学，三个月后，就要面临人生中的一次重
大的抉择，我希望各位学哥学姐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自信，勇敢地去面对。

最美的春天不在自然界，她蕴藏在人们心中。只要我们胸怀
希望，我们就总能与春天相伴。又是个千舟竞发百事待兴的
新起点，打开春天的大门，播种新的希望，希望大家都有一
份万象更新的好心情，让鲜花与掌声永远与你相伴，让科学
岛实验中学永远温暖如春!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二篇四

春节前，一家人收拾屋子，在女儿的学习桌上，一端方砚台
吸引了我的目光，也把我的思绪带回儿时。这砚台是爷爷去
世时留下的遗物，看着它我就会想起爷爷那伟岸的身影和谆
谆教诲。那就是，做人当如砚，行得端做得正。

爷爷共有八个子女，四男四女，我是其二子的孩子。我记事
起，爷爷就已经60多岁了，他那是还在生产队担任出纳，每
日经手的财务都很多，但是每一笔账目都是清清楚楚，分毫
不差。由于爷爷的算盘打得好，人们尊称他“铁算盘”。每
当大队和社里有任务，都会抽调爷爷去帮忙算账。爷爷不苟
言笑，在我的印象里十分威严，颇有那种大家族长辈的风范，
所以我也很“怕他”。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爷爷光荣离岗，在家务
农。那时我经常到爷爷家里，一是奶奶那个吊在厨房棚顶上
的柳条筐里经常有一些好吃的，让我能够解解馋;二是爷爷有
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经常讲一些如杨家将等评书，让我听得
如痴如醉。爷爷见我这样着迷，经常为我讲一些故事，让我
的思想随他的故事不断飞翔。我也是积极提问，爷爷不厌其
烦地为我解答，祖孙二人其乐融融。在故事中，爷爷教导我
要向杨家将、包青天等一样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一年春节，爷爷在他的书桌上摆开笔墨纸砚，开始写春联。
这时我就会为他研墨。爷爷挥毫泼墨，一幅幅春联跃然纸上，
那一笔一画力透纸背，彰显出深厚的功力。爷爷见我这样喜
欢毛笔字，在写完春联后，教我写字，从执笔开始，一横一
竖练起来。写字时，爷爷就讲，写字如做人，要横平竖直才
好。为人处世上要如那砚台一样，方方正正。当时的我懵懵
懂懂不太理解话的意思，但是随着我的成长我才明白其中的
道理。

爷爷去世后，我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爷爷喜爱的那尊砚台，
便将其收拾好，保存起来。一见到它就会想起爷爷，想起那
谆谆教诲：做人当如砚。

国旗下讲话高二升高三高一升高二篇五

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年轻时留给我的是长辫子、大眼
睛，打扮得体、做事麻利的印象。母爱的芬芳让我们的成长
之路洒满阳光。

父母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成的婚。父亲是当地的村支书，其
干事创业的事迹还上过省报。持家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身上。
每天天刚蒙蒙亮，她和祖母就帮我们拾掇整齐、做好早饭，
然后和队里那些男女劳力一块在田间地头、山冲陡角干农活。
南方农村最苦的活当是仲夏时节的抢收抢插，俗称“双抢”。
在人力上妇女儿童占不了优势，但在人工插田方面可以



凭“手巧”与青壮劳力一决高低。当时队里推行插田定额记
工制度，母亲总是按成人标准为我要“份子”。一个月“双
枪”下来，被磨得腰酸背痛、晒得黑不溜秋不说，手上脚上
都有蚊虫、蚂蟥叮咬和秧茎稻秆勒划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秋
季入学好些日子，双手双脚还使不利索。

母亲做得一手漂亮的针线活。我是兄妹中的老大，父母穿旧
的衣服经她一剪一缝就成了我的罩衣，我穿旧的衣服经她一
染一改又成了弟妹的新衣裳。哪怕是干活再累，母亲也要坚
持用山泉水清洗衣服。母亲说，这样洗的衣服耐穿无异味。
因而我们也有了爱整洁的习惯。勤劳的人往往又是节俭的人。
几乎所有农忙之外的夜晚，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奶奶在
一辆竹木结构的简易纺车前纺纱，母亲在扎鞋底，或许是婆
媳联手拆旧毛衣绕线圈，拼破旧衣裤打禙子。我们兄妹各做
各的作业。一家人共用一盏煤油灯，是带玻璃罩配灯檠的那
种。

春华秋实，大爱无声。唯有慧心如兰的浓浓母爱酿造的家风
芬芳依旧、绵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