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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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篇一

“每当我打开书本，书中的每一个铅字都象一个快乐的孩童
欢呼着在向我招呼，我会感到无比的欣慰。”这是高尔基的
一句名言。是啊，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从中能得到一些道
理和知识。

儿时妈妈讲的《海的女儿》让我看见了一个善良，而又美丽
的女孩；《三只小猪》让我体会到了那一群憨厚而又可爱的
小猪；长大后，从会看那一幅幅惹人开怀大笑的连环画到一
篇又一篇的长篇小说，书让我的童年时代更加完美，更加快
乐，在我儿时的画卷上洒下七彩水粉。

书中的字里行间都融入了作者浓浓的情感。《七色花》引的
我浮想联翩；《海的女儿》又叫我泪落如珠……只要我手中
一有了书，便会如痴如醉的看起来。

莎士比亚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我爱看书，我
像一个饥渴的孩子，贪婪的吮吸着书中的一切。翱翔在书海
之中，让知识的扁舟带我去一个神秘的世界！

记得有一次，妈妈给我买了一本《纯真年华》，我一看，就
情不自禁的爱上了它：淡紫色的封面，是我喜欢的颜色！上
头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中间睡着一个小姑娘。翻开一看，洁
白的纸上印着黑体的铅字，好漂亮呀！真是让人爱不释手！
我便立刻如饥似渴的读起来。从文章中我不仅仅积累了许多
好词好句，也领悟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渐渐地，我的文章已



不再仅有单调、乏味了，稚嫩的手笔中也多了几分沉稳、包
容。有同学惊讶我的转变，而我的回答是多读书，知识的丰
富要靠日积月累才构成。

书，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启明灯，它不仅仅为我供给丰富的精
神粮食，还陶冶了我的品格，使我懂得了做一个怎样的人。
我爱书，她伴我走过了无数风雨，书是我的良师益友，她向
我描绘气象万千的景色，教我大大小小的道理，教我受益无
穷的知识……感激一路有你，伴我快乐成长！

多谢大家！

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篇二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提高自身素质，塑造交警完美形象”。

我们交警就是这样顶烈日、冒酷暑、傲风雪、战严寒，坚守
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和每一个角落，尽职尽责地维护着交通秩
序，用自己的行动默默无闻的在社会大舞台上塑造着自己的
职业形象。他们就像城市的文明使者，演绎着美妙动人的乐
章。不，他们更像露水中的株株小草，悄无声息地点缀着城
市的翠绿，给人们的生活送去希望和温暖。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看到，在日常工作中，民警吃力
不讨好是常事，好心当恶意时有发生，甚至还挨打受气，群
众对我们也怨气十足。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说明我们交
警的形象在人民群众眼里举足轻重，个别交警的服务水平、
服务质量还没达到群众的要求。因而，群众不满意、不答应。



身处警务革命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每位民警必
须唱好的主旋律。作为交警，要想满足群众的要求，让群众
满意，只有我们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切实树立起“立警为公、
执法为民”的思想，认真履行职责，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
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才能使群众更加理解和支持我们的
工作，也才能在群众中树立“有困难找交警”的不朽风碑。

为提升交警形象，我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努力实践“三
个代表”，争做政治品格的高尚者。 俗话说：“站得高才能
看得远”，塑造交警完美形象，首先要有高尚的政治品德。
如果缺乏高尚的政治品格，就不能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
己的工作;如果缺乏高尚的政治品格，就会随波逐流，人云亦
云，就会不自觉的陷入关系网、人情网而不能自拔。相反只
有具备了高尚的政治品格，才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才能严
格遵守党的纪律，才能做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

滴水凝聚大海，毫不起眼的小事往往折射出个人的高尚品格。
我们的民警康军刚任大楼岗岗长时，注意到民警手势指挥乏
力，站姿站位不规范，常常引得过往市民指指点点，窃窃私
语。这使他深深感到，如果缺少过硬的自身素质，就根本不
可能树立良好的群众形象，交警是城市文明的“窗口”也就
成了纸上空谈。为此，康军从自身做起，带动岗组民警苦练
指挥手势，起早贪黑，加班加点，一个月磨破了三双鞋，尽
职尽责的坚守三尺岗台。辛勤耕耘得实惠，从素质抓起结出
了良好形象的“甜果”。以素质促队伍，不仅增强了岗组民
警的执法素质，而且促使了岗组形象的快速提升，大楼岗组
因此连续三次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年文明号”。在大楼
岗，一个民警就是一面旗帜，就是良好交警形象的一个宿影。

一次，民警杨立军纠正一辆违法车，该车刚刚离去之后，突
然，地上一沓的“彩印纸”引起了他的注意，拾起一看，原
来是一沓5000元的现金。5000元!对于一个寻常家庭来说，无
疑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然而，杨立军连这样想一
想的念头都没有，他连忙给刚刚的违法车辆打电话，经查实



并不是他们的后，开始焦急地四处寻找失主。而当时，在旁
边办业务的刘某，正为丢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刘
某做梦也没想到，此时此刻，我们的民警正在设法将失去的
钱送到他的手中。当杨立军拿着钱原封不动的送到他的面前
时，刘某感激得不知所措，一个劲词不搭意地的夸道“好警
察呀!好警察”。

无论是康军，还是杨立军，他们都只是我们交警中的一员。
在以形象赢得群众良好口碑的交警队伍中，每个民警都是这
样一次一次在群众危难时挺身而出、伸手相助，既便是在日
常生活中，也毫不例外履行着人民警察的职责。哪怕是受了
群众的委屈，也从无牢骚怪话，始终无怨无悔。民警王小东
在按规定处理违法驾驶人时，被对方指手划脚，破口辱骂。
这事要是放在平常人身上，早“开战”了。

可王小东硬是耐着性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对其
苦口婆心的开导教育。谁知，驾驶人毫不领情，趋小东不注
意时，向他的脸上伸手就是一拳，小东鼻子、嘴都流出了血。
即使这样，王小东始终强忍心中的怒火，紧紧抓住其违章事
实严肃而礼貌地予以说教，最后，在围观群众的一片遣责声
中，驾驶人不但主动接受了处罚，认了错，还要陪小东到医
院看病。面对驾驶人的悔意和诚意，王小东平静地说：“我
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没什么。我感到心痛的是刚才不被你理
解，看来你对交警的形象并不深刻。希望你在今后驾驶中，
理解支持交警的工作，做一个文明的驾驶人。”一昔话，说
得对方连连点头。以后，这名驾驶人驱车经过王小东的岗台
前，不仅车开得规规矩矩，而且还要向他点头示意。

为提升交警素质，我们不断加强自身的知识积累，坚持做学
识修养的修炼者。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只有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接受新观
念，成为一名学习型的交警，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尤其
是在当前新形势下，交通管理工作出现了新情况，新的管理



问题不断涌现，需要探索、掌握、熟悉的东西太多，只有不
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才能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自身的
工作能力和水平，适应新形势下的交通管理工作，形成交通
民警特有的人格魅力。 你知道十六大代表马文祥吗?他不仅
是我们交警的典范，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他在工作中就始终坚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素质，
做一个文明的传播者。他在区市的普通话大赛中多次拿过第
一名，他执勤的良好形象照，被收入《中国交警风采录》。
记在银川市刚刚有了红绿灯时，群众走路根本没有看灯的意
识，总是在路中央影响汽车通行，为了提醒群众，是执勤民
警马文祥提议在路口拉绳子，引导群众看灯走路，还自练普
通话录了音，提醒群众：现在是红灯，请你停在停车线以外。

有一次，一位外国人迷了路，正好遇见正在执勤的马文祥，
用手不停地比划着什么，马文祥看到急忙跑过去，用英语
问：“can i help you!”并用英语给这名外国客人交谈、指路，
外国人高兴的一个劲地向会讲英语的马文祥说“chinese
ploice，ok!” 为提升交警形象，我们“以精神贯注事业，以事
业贯注精神”，始终做踏实工作的耕耘者。

交通管理工作任务重、担子沉、责任大，需要我们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交通管理工作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层出不穷，
需要我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交通管理工作清贫质朴，平凡
辛苦，需要我们乐于奉献，恪守执著。在公安工作的几年来，
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拿我们身边的民警来说，他们
能有几次按时回家陪老婆孩子吃饭，煲制家庭的温馨和幸福，
相反，他们却天天用身体语言提醒着每一位群众安全回家，
为千家万户送去平安和温暖。

民警黄晓晨的妻子已身怀六甲，而他为工作总是早出晚归，
妻子因无人照顾不得不回娘家住。正常的家庭，怀孕的妻子
都是“宝”，丈夫围着团团转。但黄晓晨做不到，他要忙他
的工作，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繁忙之余，用思念代替对妻子的



关爱。时间长了，还是妻子主动挺着肚子来到工作岗位上看
看丈夫。为这，黄晓晨不知是多么的愧疚而无数次地咽下眼
中转动的泪水。

我们的月牙湖中队长魏洪欣，妻子在陶乐，女儿在银川，因
为工作，一周才能回一趟银川陪陪独自生活的女儿，一天晚
上地震，女儿被吓醒后，忙给魏队打电话：“爸，我害怕，
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这本是任何一个做交警儿女常说的一
句话，那一刻，在魏队长的心里却变成了难言的心酸和沉重
无比。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女儿，脑海里反复不停地追问：
连女儿最起码的安全感都无法给予，我还是爸爸吗?他语无伦
次地溥衍了女儿几句，放下电话，任揪心的泪水沿着脸颊往
下淌。

谁没有家?谁没有妻子儿女?可为了交警的神圣职责，我们的
广大交警只能舍“小家”而为“大家”。说起来，他们并不
伟大，但他们总是这般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欲无求，在
平凡的岗位上用“水滴石穿”的精神，诠释着坚毅和执着，
诠释着无私奉献的高贵品格。透过这种平凡，不正折射出真
情、折射出伟大;折射出希望、折射出鼓舞? 同事们、朋友们，
我要说： 工作着、学习着、奉献着、坚持着，这，就是我们
交警塑造的精神形象!生活着、快乐着、知足着、平凡着，这，
就是我们交警追求的人生目标!

借此，让我们借先进性教育的东风，唱响生命的誓言，永葆
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志，浩然正气，鼓足干劲，为
进一步提升交警形象而耕耘不息吧!

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篇三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体。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那么，什么是演讲呢？下面是小编在网上找到的年会演



讲稿的写法特点。

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
动它的特点是：

第一，它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

第二，它有一定的时间性；

第三，它是为了阐述某一问题或整理而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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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和态度一
定要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它讨论的应该是现实生活中存在
的并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它的观点要来自身边的生活或学
习，材料也是如此。它得是真实可信，是为了解决身边的问
题而提出和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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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作为这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讲
话稿，一定要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很多著名的政治家都是
很好的演讲者，他们往往借肋于自己出色的演讲，为自己的
政治斗争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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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化



演讲稿的最终目的是用于讲话，所以，它是有声语言，是书
面化的口语。因此，演讲稿要“上口”、“入耳”，它一方
面是把口头语言变为书面语言，即化声音为文字，起到规范
文字、有助演讲的作用；另一方面，演讲稿要把较为正规严
肃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易听易明的口语，以便演讲。同时，演
讲稿的语言应适应演讲人的讲话习惯，同演讲者的自然讲话
节奏一致。

演讲稿对于演讲都有哪些作用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整理演讲者的思路、提示演讲的内容、限定演讲的速度；
（2）引导听众，使听众能更好地理解演讲的内容；（3）通
过对语言的推究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由于演讲稿具有以上的特征和作用，它在写作方法上也有一
定方法可循。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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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主体的层次安排可按时间或空间顺序
排列，也可以平行并列、正反对比、逐层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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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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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演讲稿如同一篇议论文，有主要观点，有对主要观点
的论证。一篇演讲稿最好只有一个主题，这是由演讲稿的特
定情景性和时间性所决定的。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内，完全
借助于语言、手势等向听众讲明一个问题或道理，同时又要
说服听众，就要求在写作演讲稿时一定要突出主题、观点鲜
明。

主题选定了，还要收集相应的材料对之进行论证。材料的选
择要通俗，要选择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听得懂的，而不能选
择太生僻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因为演讲一即时表演，听众
没有时间去验证或查找这些材料的内容或是出处。因此，在
准备演讲稿之前首先要了解听众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思想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状况如何，他们所关心的
问题是什么，等等。掌握了听众的特征和心理，在此基础上
恰当地选择材料，组织材料，是演讲成功的必要条件。

写作演讲稿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对演讲节奏和时间
的把握。每一场演讲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少则一分钟，多则
一两小时甚至一天，演讲者必须把握自己演讲的速度和内容，
既不能时间到了，还没有讲完，也不能距离演讲结束还有一
段时间，而演讲者已经无话可说了。演讲稿对于演讲速度和
节奏的把握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写作时，要不时地停下来，
用自己的正常语速大声朗读，根据朗读的结果调整演讲的内
容。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演讲时间的长短调整要讲的内容，
做到整场演讲的音调有高低起伏、节奏有轻重缓急、情绪有
高涨有低潮，波澜起伏、收舒有度。

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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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尽量做到短而精，在
听众的'精力分散前戛然而止，余味悠长。



一、写好演讲稿，首先要选好材料

写作前，要根据所确定的主题，收集相关的材料。要选择那
些通俗易懂、听众熟悉、人人都能听明白的材料；对那些生
僻的、可能会有很多人听不懂的材料一定不要选。因为演讲
是一种即时性的表演，听众没有时间去查证你所讲的内容的
来源和出处。因此，在写演讲稿之前，要了解听众的情况，
有针对性地选择材料，这是演讲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写好
演讲稿必须注意的问题。例文是小作者在升旗仪式上的演讲
稿，所选的材料都是老师和同学能听懂的内容，所以才能引
起共鸣。

二、有了材料，写作时还要弄清格式

演讲稿属于应用文，它是由标题、称呼、正文三部分组成的。
演讲稿的标题要么揭示主题，要么点明内容，要么提出问题，
要么引发思考，总之，标题要有内容。例文——“祖国在我
心中”就属于揭示主题的标题，标题告诉我们，小作者的演
讲将围绕“祖国在我心中”这一主题展开。

称呼顶格写，后面加冒号。称呼的内容要根据“听众”的身
份来确定。

演讲稿的重点部分是正文，正文在称呼的下一行，空两格写。

三、写正文时一定要抓住重点

与其他类型的文章一样，写演讲稿要有详有略，突出重点。
正文可分为开头、主体、结语三部分。

开头可以从演讲的题目或演讲的缘由说起，也可以从别的事
情落笔，然后再引入正题，还可以提出问题，引起听众的思
考。例文的开头采用的是后两种写法。



主体是演讲稿的核心内容，也是重点部分。要写好这部分内
容，首先要分清演讲稿的类型，然后根据所写演讲稿的特点，
采用相应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演讲稿有记叙性的，有议
论性的，有抒情性的。显然，本次作文属于抒情性的。无论
哪种类型的演讲稿，都离不开描述人物和事件，都应该用具
体的事例阐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听众信服。
不同的是，每种类型演讲稿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次作文，
在表达方式上应该侧重“抒情”的运用，要抒发对祖国热爱、
崇敬和赞美的思想感情。

其次，要围绕中心组织材料。写作“祖国在我心中”这类渗
透着浓厚的爱国情感的演讲稿，要饱含真挚的感情，摆出事
实，讲明道理，要寓情于事，寓情于理，以达到以情感人，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目的。例文中，小作者通过回顾历史、
展望未来，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表达出要“为祖国的建
设尽一份力量”的观点。这样写，就抓住了重点。

主体部分写完后，还要给演讲稿写一个结语。结语写得好不
好，直接关系到演讲稿的成败。结语有四种方法：一是总括
全文，加深印象；二是提出希望，催人奋进；三是表明决心，
发出誓言；四是呼应标题，突出中心。例文的结语采用的是
第二种方法。

最后提醒同学们注意的是，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写作时
一定要使用易说易懂的口语，力求使讲者“上口”，听
者“入耳”。只有做到了上述几点，写出的演讲稿才是成功
的。

1.演讲稿写法

2.演讲稿的写法

3.演讲稿创新写法



4.竞聘演讲稿的写法

5.关于演讲稿的写法

6.把握自己演讲稿写法

7.演讲稿的写法格式

8.小学演讲稿的写法

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篇四

1、自身的专业业务水平还不高，在处理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上
还不够精细，对事故应急处理能力不强。虽然通过学习和工
作经验的积累，在业务水平上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业务水平
和工作经验与其它一些同事相比较显得还是不够好。在日常
工作中偏重于日常生产工作，也忽视了自身思想素质的提高，
工作中争强当先的意识不强。

2、工作上满足于正常化，缺乏开拓和主动精神，有时心浮气
躁，急于求成平稳有余，创新不足;处理问题有时考虑得还不
够周到，心中想得多，行动中实践得少。工作中总习惯从坏
处着想，缺乏敢于打破常规、风风火火、大胆开拓的勇气和
魄力。另外，政策理论水平不够高。虽然平时也比较注重学
习，但学习的内容不够全面、系统。有时候也放松了对自己
的要求和标准。

1、继续拓宽自己的理论知识面，加强自己对理论知识的.应
用，在日常工作中，遇问题多查阅文献，熟悉相关知识，从
而提高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在思想工作方面，深化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



平，加强自己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用新理念武装自己的头脑，
增长自己的才干，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并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注重学以致用。

3、在实际工作中，要更加积极主动的向领导请教遇到的问题，
并多与同事们进行沟通，学习他们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及工
作经验。通过多学、多问、多想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实际工作
能力。

演讲稿自身的特点有哪些篇五

一、材料的实用性实用性，是指所选材料既是符合实际的，
又是对自己竞争“有利”的，也就是无论讲自己所具备的条
件还是谈任职后的“构想”，都要从“自我”出发、从实际
情况出发。竞聘演讲是“竞争”，但并非是比赛谁能“吹”，
谁能用嘴皮子“甜”人。听众边听你的演讲，边在“掂量”
你的“话”是否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取得效果。比如在讲措
施时，那种凭空喊“我上台后如何给大家涨工资，如何给大
家建楼房”的演讲者，听众一般是不买账的。而那种发自肺
腑讲实际的措施才是听众最欢迎的。

争二、内容的竞争性在其它的演讲中，内容尽管可以海阔天
空地谈古论今，说长道短，但一般都不是来“显示”自己的
长处。即使在事迹演讲中，也忌讳毫不客气地为自己“评功
摆好”。但竞聘演讲则不同，它的全过程都是听众在候选人
之间进行比较、“筛驯的过程，竞聘者如果“谦虚”、“不
好意思”说自己的长处，表示自己也是“一般般”，就不能
战胜对手。因此演讲者必须“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而“竞争性”说白了，也就是演讲者无论是讲自身所具备的
条件，还是讲自己的施政的构想，都要尽最大可能显出“人
无我有”“人有我强”“人强我新”的胜他人一筹的“优



势”来，有时，甚至还要把本来是“劣势”的东西换一个角
度讲成“优势”。

比如，在一次竞聘厂长的演讲中，一个年轻工人在介绍自己
时这样说：“我一没有党票，二没有金灿灿的大学文凭，三
没有丰富的阅历，我只是一个初涉人世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
你们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怀疑我是否能担得起化肥厂厂长的重
任。然而，同志们，朋友们，请你们仔细地想想，我们化肥
厂长期处于瘫痪的.状态，难道是因为历届的厂长没有党票、
没有文凭、没有阅历吗?”(掌声)接下来他又讲了听众心中有
而口中无的改革措施，最后竟以大多数票获胜。

三、主题的集中性所谓主题的集中，是指所表达的意思单一，
不枝不蔓，重点突(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出。
这就是说，在表达意思时，必须突出一个重点，围绕一个中
心，而不要搞多重点，多中心，不能企图在一篇演讲中解决
和说明很多问题。

第一步，开门见山讲自己所竞聘的职务和竞聘的缘由。

第二步，简洁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年龄、政治面貌、学历、
现任职务等一些自然情况。

第三步，摆出自己优于他人的竞聘条件，如政治素质、业务
水平、工作能力等。(既要有概括的论述，又要有“降人”的
论据。比如，讲自己的业务能力时，可用一些获得的成果和
业绩来证明。)第四步，提出假设自己任职后的施政措
施。(这一步是重点，应该讲得具体详实，切实可行。)第五
步，用最简洁的话语表明自己的决心和请求。

当然，以上几步也只是简单的模式，实践中演讲者还可根据
实际需要稍有变化，而并非填表式。

六、措施的条理性演讲者在讲措施时一定要注意条理清楚，



主次分明。不要像漫坡放羊那样，讲到哪儿算哪儿，让人听
了如一团乱麻。为了把措施讲得有条理，可用列条的方法，如
“第一点”“第二点”或“其一”“其二”等表示。除此，
在每一“步”之间要用“过渡语”来承上启下。如，当自我
介绍之后，可以说：“我之所以敢于来竞聘，是因为我具备
以下条件”来引起下文;讲完条件后，可以再搭一
个“桥”：“以上我说了应聘的条件，那么，假如我真当了
校长(或乡长、厂长)，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下面就谈谈我的初
步设想。”这样不仅条理清楚，而且使演讲上下贯通，浑然
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