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年级前十表彰 六年级期试表彰大
会发言稿(实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一

“开卷有益”这个成语，作为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自然有它
的积极意义，但若作为“开卷”就“有益”的断语，却是不
妥当的。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今这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学
问越来越深，你不努力跟着跑，便后落伍，并越落越远。因
而为跟上时代的步伐，你就要不断地学习。

尽管古人说书“浩如烟海”，而我觉得书的世界是“天涯若
比邻。”这话绝对不是唯心的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
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
却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

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在这里阅览。谁说读书人目
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界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
可认识世界，可结交各色各样的朋友。经常在书里“串门
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

倘要骗人，这个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人，和我
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了。其实我也没专心看多少
书，只是随手翻翻而已，只是经常翻翻，就多少知道一些了
吗！



想做真正的“开卷有益”，还必须自己有这个爱好，嗜好读
书。我想，嗜好读书，应该像爱锻炼一样，天天练，日日练。
生病的时候练，刮风下雪也在练，烈日炎炎更在练，把锻炼
当作一种爱好。凡嗜书者，他们在每一页书里都能感到浓厚
的趣味。

要做到“开卷有益”，还必须选好适合自己的书，让自己在
喜欢的书中自由地生存、畅游。

“开卷有益”，我们地去读书，就能不断地积累知识，让自
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二

在我们学校教学楼的楼道里我经常会看到一幅字画，上面写着
“开卷有益”几个字，以前我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经过一
次“读书”事件后，我懂得了它的意思了。

记得在我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
业：“‘年’是怎么来的？”老师把这个问题说完，我就想
这个问题妈妈肯定知道，回家一问妈妈就行了，简单！

那天一回到家，我就问妈妈，可是没想到妈妈想了一会却说：
“我给你买的书里有，你自己去看书找答案。”我一听很生
气，心想：干嘛要让我看书呢，那多麻烦啊。我最不喜欢看
书了，想想要一页一页的翻书就烦。想到这里我又去磨妈妈，
可妈妈坚持要让我自己看书去找，没办法，我只好去查书了。

我磨蹭蹭地走到书架前，慢慢的找着，好一会儿才找到，打
开一看，哇，不仅有老师布置的问题，还有许多我国传统节
日的故事，很多都是神话故事呢！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连
妈妈叫我吃饭都没听见。

第二天上课，老师还问了许多有关传统节日的问题，我一听，



都是我昨天看过的，于是我整堂课都高高的举着我的小手，
那堂课是我赢得掌声最多的一节课。

这次“读书”事件让我深深感受到了读书的好处，体会到
了“开卷有益”这句话的意思。现在书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
了！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三

阅读，能提高文学素素养。陶行之说过：“试卷上70%的内容
都来自于平时的阅读。”可见，阅读的地位不可小视。正如
今，老师、家长们都让我们多阅读，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
能我们的语感。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了，在考场上才能临危不
乱。再如，读书少的人的语言一定是枯燥、直白的，而读书
多的人说话水平也不是一般人能所超越的，就像这类人会
用“博弈”而不用“下棋”来表示一个动作或语言。

近年来，据统计，中国人民的阅读量远远低于韩国、日本等
国家。再想想，中国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阅读量怎会
不敌几十万人口的小国？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实？所以阅
读我们要认真对待的事情，它不仅是每个国民应尽的责任，
更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形像和荣誉。

古人的“悬梁刺股、凿壁偷光、韦编三绝”等都是激励我们
读书的例子。阅读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但是它对我们的
益处却是在无形之中的。

当你感到寒冷时，翻开一本书，那里有你要的温情；当你无
助时，翻开一本书，它是你倾诉的好帮手；当你筋疲力尽的
时候，翻开一本书，那时有温存着的力量。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四

“开卷有益”历来成为家长和教师教育孩子的口头禅。那么，



是不是“开卷”都能获益呢?怕未必，这其中还包含着“开什
么卷”和“怎么开”的问题。

“卷”是“益”的前提，“益”是从“卷”中获得的。因此
是否得“益”首先取决于“卷”的内容。读一本好书，恰似
拜会一位良师益友，不仅能使人获得知识，陶冶情操，还能
使人明辨是非，分别善恶。好书营养丰富，久而久之，我
们“身体”就自然强健了。相反的，阅读一些腐朽没落、虚
幻缥缈的文字“垃圾”，就好象吃了鸦片烟一样，会使人精
神萎靡空虚，最终走火入魔，误入歧途。由此可见，“开卷
有益”是针对好书而言的，因而，想要收“益”，就必须读
好书。

其次，有效地“开卷”也是决定“有益”的另一个因素。读
首先应该保证从“卷”中悟出一些道理来;能对“卷”中的知
识灵活运用，触类旁通;能以古知今，以所见知所不见，古为
今用，他为我用。这就要求我们读书时必须勤于开动脑筋，
反复思考探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万不可囫囵吞枣，不
对“卷”作有关分析，只一味糊涂地全盘接受。有位先哲曾
说过“书可以把活人读死，也可以把死人读活”讲的就是这
个道理。

所以我们读书要读好书，而且要学会读书，只有这样，开卷
才能有益。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五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可以让我们增
长知识，开阔眼界，它是我们精神上不可缺少的食粮，是一
笔宝贵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开卷有益。

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这实际上是读书中的眼、



手、脑并用功夫，毛泽东的读书方法，也是坚持"不动笔墨不
读书"。在读书中不仅专注原意，而且积极思维，随时记下自
己的心得，以收增知益智，积久成学之功效。

开卷有益主持稿篇六

人们常说：“开卷有益。”但仔细一推敲，这种说法也不完
全正确。如果我们对每一本书都感兴趣，那“开卷有益”就
未必有益。现在的同学都喜欢看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书刊，
有时能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他们一旦进入了书
中的“角色”便走火入魔，那他们上课便一心只想着书，没
心思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更有甚者，被书中的角色所吸引，
模仿书中人物，有时甚至会走向犯罪的道路。为什么“开
卷”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主要还是在看什么书。如果
大家都去看一些不健康的或不宜身心的书，那就会害了自己。
对于那些把人引入歧途的书，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这样的
书虽然情节丝丝入扣，但越是好看就越使你陷得深，所以我
们必须在茫茫书海里仔细寻找对自己有益的书，这样才叫真
正的“开卷有益”！菲尔丁说过：“不好的书，像不好的朋
友一样，可能会把你害了。”的确，我们应该读一本好书，
叫个好朋友，它将把你带进书的殿堂！由此看出，“开卷有
益”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读“益卷”，取其精华，只有这样
勤奋读书，拓宽视野，那你才能真正悟出“开卷有益”的本
意，终身受益无穷！在这个信息化的世界里，读书是我们获
取知识的只要途径之一。多读书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量，丰
富我们的文学修养，对日后的说和写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
的知识就像水库，大量的阅读使我们的水库能够保持储存大
量的知识，而我们在补充知识的同时，知识也在不停的往外
泄漏。这时，如果我们停止读书，或者读的书少了，水库的
水很快就会枯竭。只有不停的、丰富的课外阅读，才能使自
己的知识见见丰富，而不会大量流失。大量的知识可以给你
的作文提供足够的素材，不然你憋半天也就才写出那么几句



毫无疑义且重复罗嗦的话。世事无绝对的，关键在开卷人的
心了。

“开卷有益”是出自宋太宗的一句话。因为他所读的《太平
御览》是当时饱学之士历经七年，精选多种书籍汇编而成的，
经过了慎而又慎的选择，书中的内容当然是有益的，因此称为
“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