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慢下来的演讲稿 春夜喜雨节奏划分(大
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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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
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一

幼儿能发现周围声音的节奏，尝试根据歌曲旋律创编节奏型，
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一、幼儿随音乐律动入室。

二、引题：根据动作和声音找节奏

(1)、师拍球，全体幼儿拍拍节奏，师把节奏型写出来。

(2)、请一幼儿跳踵趾小跑步，全体幼儿拍出节奏，再请一名
幼儿写出节奏型。

三、寻找节奏：

幼儿自由摆弄周围会发出声音的玩具，找出声音的节奏，并
把节奏型写下来。（可与邻近的小朋友交流：你拍给我听、
我拍给你听，且可共同再创作）。

四、创编节奏型：

2、幼儿自由组合，互相配合合奏。

五、复习舞蹈《扭秧歌》。



六、律动《小燕子》出室。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二

“快点！”老妈又在叫了。现在，妈妈经常会拿“争分夺
秒”这个词来教育我。

早上，尚未睁开眼睛，就已听到一阵生气的叫声，“快点，
学习班要迟到了，赶紧穿衣服！”我赶紧跳下床，胡乱套上
衣服，估计最多不超过2分钟。洗漱完毕，妈妈马上把早点端
到我面前。我刚把面包塞到嘴里，妈妈又叫开了，“吃快点，
怎么这么慢！”哎，算了，早饭随便吃两口，穿上鞋赶紧走
吧。

等我快速跑到学习班时，老师严肃地说：“你，迟到了整整1
分钟！”晕，上课时间定在7：30，这么早，谁吃得消啊！

吃过午饭，妈妈又把我快速送到英语学习班，老师要我们
把26个字母抄3次，2分钟必须抄好，而且大小写都要。老天！
我飞舞着水笔，写的都是连笔，一团糟。虽是按时写好，不
过也太乱了点，自己都认不着了。

哎呀，快节奏的生活，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三

一首曲子的节奏快慢要是能相互协调便会有错落有致此起彼
伏的畅快感，这并不容易。但要一个急性子的人和一个散漫
的家伙相互理解，和谐相处，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与爷爷奶奶三人同住，生活中充斥着各种快与慢的不协调。
爷爷是个做起事来风风火火的老顽童，总给人一种急冲冲的
感觉。而我，自然就是那个慢吞吞，做什么都反应迟缓的家



伙。这种做事的节奏差异总让爱顶嘴的我和容易激动的爷爷
产生矛盾。幸好，我家还有个充当调解员，做起事来不紧不
慢的奶奶，我们俩才能相安无事地较为平静地生活在同一屋
檐下。

“呀！”房间内传来奶奶一声低呼，我打开房门，只见他俩
都醒了，爷爷一手抓过床头的外套“嗒嗒”地走向厨房，动
作快得我一时没来得及叫“爷爷早上好”。“还站着干嘛，
快去刷牙洗脸！”奶奶对呆在房门口的.我高声道，但随即又
压低声音说：“你忘了调这边的闹钟，爷爷肯定有点火了，
再拖拖拉拉的，待会又会发作了。快去吧。”我只好急忙点
头，跑去刷牙。

好不容易用快于自己平时数倍的速度收拾好，我又踱到餐桌
前。抬头一看，已经五十分了！我不禁加快了动嘴的速度。
眼见外头的天空愈发亮了起来，似乎在与时间一同催促着我。
这时，原本在旁边一言不发闷头吃着的爷爷却开口说：“慢
点吃，小心呛到。吃这么快，嚼不碎不好消化……”“这些
也要教训我……”我虽然在心里抱怨，却隐约觉得这样
的“矛盾”有些理所当然。

“爷爷奶奶再见！”“过马路小心。”我最终准点踏出家门。
外面的天空已经完全亮了，我慢慢地走在上学路上，望着有
些边快走边吃着早餐的人，感受着这快与慢交织的日常。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四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快”成了世界的宠儿，似乎
做什么事都以“快”当头。它像是一个在溺爱中长大的孩童，
自私而霸道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促使人们去快生活，快工
作。它的孪生兄弟“慢”似乎被人们遗忘，但似乎总在不经
意间浸润了人们的心灵，慢下来去感受生活的美好。而在我
看来，我们既要追求节奏快的工作，学习；还应慢下来，细



心感受世界的美好，二者只有相得益彰，才能让我们拥有真
正舒适的生活。

“快”字我们已屡见不鲜，快餐、快速阅读、快速发展……，
这一个个熟悉的字眼似乎已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若提到大
城市，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那里快速的生活节奏，那里
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快”字。不过，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只步伐快，节奏快，才能紧跟时代的潮
流，不被时代所淘汰。你若一个不注意慢了一步，别人就有
可能一个飞跃走到了你前头；而你，到那时也只有紧跟别人
步伐的份。

不，在某些意义上跑的快并不好。因为这样反而丧失了欣赏
沿途风景，享受生活的机会。正如有句话所说：“生命如同
一场旅行，不必在乎最终的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
及看风景的心情。”只有慢下来，静下心去感受生活，我们
才能感悟生命的真谛。

暮暮朝朝又一载，这一年你收获了什么，又失去了些什么。
留给自己一段慢生活去放松，为下一阶段的快节奏的学习打
下基础吧。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五

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任何事情，不一定非要争先恐后，重要
的是把握好自已的节奏。

从小，父母为了让自已的孩子领先他人一步或不输给他人而
给自已的孩子报一连串的补习班、艺术班，却不顾孩子的感
受，让孩子从一开始便厌倦学习。

这就像是拔描助长一般，也许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但对庄稼
来说却不是好事。



人为会么会争先恐后呢？可能是刻在骨子里的竞争心理在影
响着我们，也可能是源于自卑，别人能做的事情自已也要做，
不然就是不如别人。

和他人竞争固然可以提升斗志，勉励自已，但也不是必须的，
凡事都要讲求其客观规律，盲目竞争是不可取的，正如冷战
时期的苏联一样，和美国盲目竞争争最终解体，如果当初苏
联没有和美国盲目攀比而审视自身，潜心发展，可能就会另
一种结局。

如何了解自已的节奏呢？

节奏是什么？节奏是音乐的主题，中心，音乐是否欢快，是
否低沉，是否婉转，都是由它的节奏决定的。人也是如此，
节奏就是一个人的能力，你能做什么？你能做多少？也都是
你的能力决定的。

而了解自已的节奏，也就是知自已的根，摸自已的底。常言
道，做人要有自知之明，也就是说的这个了。自已有多大的
能耐，自已能够清楚，然后做力所能及的事，这便是了解了
自已的节奏罢。

当然，只是了解自已的节奏还是不够，重要的是把握住它，
怎么把握呢？

首先，要做到自省，也就是自我反省，就连尊为圣人的孔子
都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发言，就更别提身为凡人的我们了。

能够做到自省，便可以开始自控，自控乃自我控制力，只能
自我反省却没有作为是没用的，所以需要自控，能够把控住
自已，方能在世俗中不染、不妖、不凌、不枝。

把握好节奏，就够了。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六

教学内容：人教版小学美术四年级上册第3课《美术的节奏》

教材分析：本课属于造型、表现和设计、应用学习领域，是
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造型和设计知识的基础上，以进一步的
运用线条、色彩、肌理、形状等造型表现方法和学习设计的
造型、媒材、形式原理、制作方法等为目的的课程，培养学
生的造型能力、思维能力、想象力，增强学生的设计意识，
为今后的学习奠定基础。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了解和感受美术作品中的节奏。

能力目标:通过绘画或剪纸等方法表现美术的节奏感。

情感目标：陶冶学生的美术情操，培养他们热爱美术的情感，
提高审美能力和设计能力。

教学重点：观察和体验美术作品中的节奏感。

教学难点： 利用不同的媒材和表现形式设计图形，表现出美
术的节奏。

教学准备：

教具：多媒体课件、跳棋。

学具：彩纸、剪刀、双面胶、油画棒、白纸、铅笔、水彩笔
等绘画工 1

具。



教学过程：

一、听音乐找节奏

1、感受节奏

播放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让学生们闭上眼睛静静
的倾听，感受音乐中的节奏。

然后展示两幅绘画作品，一幅图上建筑物的窗户、柱子都有
规律的排列着，庭院里的花草树木也有间隔的栽培。另一幅
图上都是同样的纹样，但是大小、方向、颜色、粗细都不一
样。

2、板书课题：《美术的节奏》

二、赏图片聊节奏

师：这就是美术中的节奏。

３、讲解：介绍节奏的概念、特点和规律。

师：这时候就有小朋友会问，老师，节奏不是音乐中才有的
吗？

其实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师：节奏一开始确实是音乐中的术语，指音响的轻重缓急和
节拍的强弱长短交替出现而形成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仅
仅只有音乐才具有，美术、体育、文字、甚至生活中的每一
个地方，都拥有自己特有的节奏。

师：而美术的节奏，就体现在形式的排列组合和表现的方式
上，比如说，一条粗的线条和一条细的线条一起，反复出现
在同一个画面里，这样就会让人感觉有起有落，最后产生一



种视觉上的节奏感。

４、寻找：让学生观看教材上的示范图，根据美术节奏的特
点，来找一找身边具有节奏感的物品。

三、当画家绘节奏

1、示范：教师通过投影仪，在跳棋的棋盘上随意的摆放几个
颜色相同和不同颜色的棋子，让学生们感受，不同的颜色和
不同的摆放方式，产生的节奏都有所不同。

你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美术的节奏呢？

３、汇报：各小组讨论制作方案和合作方法后将本组的合作
方法和制作方案向全班同学介绍。

４、制作：播放节奏感轻快强烈的背景音乐，鼓励学生以单
独完成或者小组合作的方式，积极动脑,展开想象，以绘画或
剪纸的方式设计一幅具有节奏感的美术作品。

教师下到小组适当地参与，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四、展作品评优缺

1、展示：办一个交流会，让学生们在背景音乐活力十足的节
奏中展示作品，并且说说自己的感受。

2、评价：让所有的同学作为观众，从构思、创意、制作技法
等方面以欣赏宽容的态度对作品进行评述，教师对每一个作
品的亮点和优点进行肯定和夸奖，对不足之处给予委婉的提
醒。

五、谈收获试创新

2、拓展：鼓励学生回家尝试用纸浮雕的方式制作一幅具有节



奏感的美术作品。

板书设计：

投影区板书区展览区

慢下来的演讲稿篇七

1、内容上的现实性 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的观点和态度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
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3、特定情景性 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
的目的、情绪，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
的情景，演讲稿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语言、结构 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
言上做到生动感人。 演讲稿的结构。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
开场白、正文、结尾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
分。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
的成功打下基础。常用的开场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
出问题等。不论哪种开场白，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
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
的主体。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次、有中心语句。由于演讲
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
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
收束。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结尾的方法有归纳法、引文
法、反问法等。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总结强
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用名言警句，升华主题、留下思
考;反问法是以问句引发听众思考和对演讲者观点的认同。
演讲稿的结尾也可以用感谢、展望、鼓舞等语句作结，使演
讲能自然收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同学们：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爷爷曾经说过一句很富有哲理
的话：“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这句话给我
们以很好的启示：聪明的人不一定都成才，笨的人不一定不
能成才，成才的关键是勤奋。 当然，人与人之间，智力是有
差别的，有的人敏锐，有的人迟钝。敏锐的人，如果不学习，
也会变得迟钝的。迟钝的人，如果勤学苦思，也会变得敏锐
起来。试看古今中外成名成家的人，哪一位不是勤学苦练才
有成就的呢?在他们走过的道路上闪烁着勤奋的光芒。伟大的
发明家爱迪生，上小学时，老师说他脑子笨，难有成就。可
是爱迪生毫不气馁，刻苦钻研，勤奋求学，经过不懈的努力，
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成名以后，有人认为他是一个
天才，可是他却笑着说：“天才等于九十九分血汗加一分灵
感。”从这句话里我们看出：勤奋，刻苦才是成功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