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 文明修身演讲稿(大
全10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一

大家好！

着名教育家魏书生说过：“人心与人心之间，像高山与高山
之间一样，你对着对方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那么周
围山谷的回音也会是我尊重你。

抛弃一切的形式与虚伪，以最真的自己，最真诚的心去与别
人相处。

《论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你给予别人尊重，将会使你获得更
多的尊重，正是“要得到，先付出。”翻一下史册，不难发
现，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每个人都保持着那种
尊重的态度。周总理对劳动人民的尊重，赢得了亿万人民的
无限景仰；李素丽对乘客的尊重，获得“劳动模范”的光荣
称号……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尊重赢得了不平凡的地位，
赢得了世人对他们永久的尊重与爱戴。

尊重看似小事，有时会直接影响大事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
战前处于劣势，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访，竟顾不得穿衣服，
打着赤脚慌忙出来迎接，对许攸非常尊重。许攸被曹操的诚
心感动，于是为曹操出谋划策，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曹操也



吃过不尊重别人的亏。当他意志满、一帆风顺的时候，西川
的张松前来献图，他却态度傲慢，给张松留下了“轻贤慢
士”的坏印象。张松临时改变主意，把本来要献给曹操的西
川的地图，转而献给了刘备。这对曹操来说是事业上的一大
损失。

谢谢大家！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二

早上好！

我是二一班的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守时守信，严
于律己》。

“言必信，行必果。”这则诚实守信的名言，告诉大家说话
一定要守信用，做事一定要善始善终。那在我们的身边就有
许多这样的学生，在家父母交代的家务活完成了，是辛苦的
爸妈露出甜蜜的`笑容：在学校遵守中小学生守则，，按时上
学不迟到，上课认真听讲，完成作业成绩优秀，受到学校家
长的称赞：和同学做朋友，约定好的事情不失约，是同学心
中最好的良友，大家还记得杨雪姐姐吗？她边上学边照顾生
病的妈妈，学习成绩很优秀。她为我们xx市xx区第三学校赢
来了矿山人民口碑，是守时守信成为了我们的骄傲与自豪。

“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再小的坏习惯也不要
去做，我们要时刻严格自律自己的言行，成为一名阳光少年，
让守时守信，严于律己成为大家人生的格言吧，让我们xx
市xx区第三学校的每一个学生，在这条阳光大道上，以积极
向上，平安健康的心态迈开大步向前进。谢谢大家！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三



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首
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质，
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
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
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不准随地
吐痰”、“禁止吸烟”、“不准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
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
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
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
中央电视台曾经报道，国庆节后的天-安-门广场，随处可见
口香糖残迹，40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上竟有60万块口香
糖残渣，有的地方不到一平方米的地面上，竟有9块口香糖污
迹，密密麻麻的斑痕与天-安-门广场的神圣和庄严形成了强
烈反差。

以上的两个事例表明，文明其实是由细节构成的，反思我们
的所作所为可见文明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在我们身边，在
一部分同学身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例如，在我
们的校园内、楼梯上总能见到与我们美丽的校园极不和谐的
纸屑，教室里、校园内食品袋、方便面盒随处可见，甚至有
的同学认为：反正有值日的同学和清洁工打扫，扔了又何妨;
再例如有的同学在教学楼走廊上追逐打闹，走路推推搡搡习
以为常;还有部分同学相互之间讲脏话、粗话，随意攀爬树枝，
甚至还有个别同学故意损坏学校的公共财物。我们很多同学
把文化知识的学习放在首位，而常常忽略了社会公德的培养，
文明习惯的养成，而这恰恰从本质上展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
质。事实上，良好的行为习惯，是保证我们顺利学习的前提，
也是树立健康人格的基矗在学校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同学
就可能目无纪律，不讲卫生，扰乱班级的学习环境。相反，
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行为习惯，学习环境就一定是良好的、
有序的。我们知道：一个学校的学生具有良好的文明行为习
惯，才能构建出优良的学习环境，创设出优良的学习气氛。



现在，我们正处于人生中最关键的成长时期，我们在这个时
期的所作所为，将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我们自身的心理素质，
而文明的行为就在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同时也完
善了自身的道德品质，如果我们不在此时抓好自身道德素质
的培养，那我们即使拥有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于人于己
于社会又有何用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
人，一个懂文明、有礼貌的谦谦君子，然后才是成才，不能
做一部单纯掌握知识技能的机器，而要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
展的人。文明就是我们素质的前沿，拥有文明，那我们就拥
有了世界上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得一位名人曾说：德行的实现是由行为构成的，而不是由
文字。无数事例表明，走向事业辉煌、开创成功人生的关键
是高尚的情操。代表民族未来的我们，需要学习和继承的东
西有很多很多，然而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以什么样
的精神风貌，什么样的思想品质和什么样的道德水准去接过
人类文明的接力棒。

南开大学校长在镜子上写了一句箴言：“面必争，发必理，
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
勿傲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装。” 作为一个中学生，我们必
须明白自己的仪表起码必须符合学校的气氛和学生的身份，
保持大方、得体的仪表，是对老师同学的一种尊重。

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中学生。那么请我们每一个
人管住我们的口，不说粗话、不随地吐痰;管住我们的手，不
乱扔垃圾、不打架斗殴;管住我们的脚，不践踏草坪。我相信，
经过我们全体师生共同努力，一定会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
校园。试想假如全国每一个校园都共同创建文明校园，那么
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将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将会大大
加强，祖国的未来一定是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
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 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 清
洁环境，文明校园，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文明
礼仪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四

可能有的人认为，道德只有在与别人相处时才表现出来。

其实，在我们独处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内心，道德同样存在。
自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每个人在面对自己的内心时，都应
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无愧于自己的内心。生命是可贵
的。

面对生活的磨难，有的人自暴自弃，甚至选择放弃自己的生
命;而有的人则自珍自爱，成为“心灵的强者”。无论是天灾
还是人祸：在坚强的人面前，什么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在软
弱的人面前，什么问题都认为是难题。要发挥自己的潜能。
要相信这样一句话：天下没有两棵相同的树木，也没有两个
相同的人。人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家庭是温馨的港湾。作为家里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孝敬长辈。
百善孝为先，养育之恩大如天。孝敬长辈是做人的本分，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勤劳可以创造财富;节俭可以聚集财富。
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美
德。

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浓浓的师爱、真挚的友谊、温暖的集
体一直伴随左右。我们感恩老师，因为老师为我们打开智慧
的大门，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我们感谢伙伴，同学之
间那份真诚的友谊，带给我们无限的快乐;我们热爱集体，因
为那是我们另一个温暖的家。

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当我们向自然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的



时候，我们还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
协调发展。

让大家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吧!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五

孔子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古以来，立德修身都一直作为
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而这也正是文明的起始。

一、立德。

所谓立德，就是树立远大理想、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
求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创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在生活中，要勇于承担
责任、积极承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要时刻牢记自
己的责任与使命，有社会责任感。

二、修身。

修身，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文明礼貌的人。我们要增强自己的社会责
任感，养成吃苦耐劳、勤劳勇敢、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良
好品质，并积极同违法犯罪、破坏社会文明和谐的行为作斗
争，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和谐。

我们还记得梁启超先生的殷切期望吗?“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
无过于良心的死灭。”我们还记得郭沫若先生的谆谆教诲吗?
这些，都是时代所寄予我们青少年的希望啊!

立德方能修身，修身必先立德，修身立德，文明之始。让我
们从现在开始，从点滴小事做起，将文明、和谐之光照耀每



一寸土地、滋润每一个心房!

同学们，前行方舟已经起航，请背起文明的行囊，去追寻、
去探索、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吧!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六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会尊重文明修身》。

尊重，历来是人类文明中亘古不变的美德。《论语》中有这
样一句话：“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我们平等的相
爱，因为我们互相了解，互相尊重。

尊重看似小事，有时会直接影响事业的成败。曹操在官渡之
战前处于劣势，听说袁绍的谋士许攸来访，竟顾不得穿衣服，
打着赤脚慌忙出来迎接，对许攸非常尊重。许攸被曹操的诚
心感动，于是为曹操出谋划策，帮了他的大忙。然而曹操也
吃过不尊重别人的亏。当他意志满、一帆风顺的时候，西川
的张松前来献图，他却态度傲慢，给张松留下了“轻贤慢
士”的坏印象。张松临时改变主意，把本来要献给曹操的西
川的地图，转而献给了刘备。这对曹操来说是事业上的一大
损失。

翻一下史册，不难发现，那些流芳百世的人正是因为他们对
每个人都保持着那种尊重的态度。他们用尊重赢得了世人对
他们永久的尊重与爱戴。

同学们，从古至今没有哪个人不想受到尊重。可是并不是每
个人都明白尊重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懂得尊重别人，才
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人心与人心之间，像高山与高山之间一样，你对着对方心灵
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那么周围山谷的回音也会是‘我
尊重你——’。如果你喊——我讨厌你，那么回音也会
是——我讨厌你。所以，我们要获取他人的好感和尊重，首
先必须尊重他人。只有做到尊重他人，自己才会受到他人的
好评和尊重。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只
要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尊重，我们每天的生活就会更加美好。
学会尊重，就应该从尊重老师和同学做起。

首先，要听从老师的教诲。老师提出的鼓励或者批评，都是
为了我们尽快地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要虚心地听取老师的批
评帮助，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同样是对老师的尊敬
和热爱。老师的批评如果与事实有出入时，我们要在老师讲
过话后平心静气地加以解释，或在事后寻找适当的场合、时
机加以说明。感恩老师不需要多么贵重的物品，一声“老师，
您好”，就足以解除老师的疲劳；一阵阵琅琅的读书声，一
张张优秀的答卷，是对老师最好的尊重！

其次，要尊重老师的劳动。为了讲好每一节课，老师们都是
要花费很大心血的。因此，我们应以最饱满的情绪，集中精
力，认真听好每一节课，这就是对老师的最大尊重。老师布
置的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续，我们应该按时、认真、独立
地完成各种作业，并且认真体会老师在作业上悉心批改之处，
这同样是对教师的一种尊重。在我们身边，总有个别同学上
课不认真听讲，甚至破坏纪律；有的以各种借口不完成作业，
还有的对老师不礼貌，都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应该加强道
德修养，自觉约束自己，赶快改正缺点。

其次，不要伤害他人。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很可能极大的伤害对方的自尊。比
如给同学起外号，嘲笑同学的缺点等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我
们应该自觉培养尊重别人的能力，讲话应温文尔雅，讲究语



言美，忌自以为是、出言不逊、恶语伤人。不要轻易说别人
的缺点，如果要指出别人的缺点，一定要委婉，不要横冲直
撞。当你这样去做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欣赏你，愿意
成为你的朋友，而你的生活将会拥有更多的快乐。

同学们，我们每天都要和他人进行交往。学会尊重，文明修
身是我们很重要的人生课程。我们要从生活中做起，尊重老
师，尊重同学，尊重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才能让“尊重”
这一传承千年的古老河流，永远的流淌下去！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七

孔子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自古以来，立德修身都一直作为
人们的最高行为准则，而这也正是文明的起始。

一、立德。

所谓立德，就是树立远大理想、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这就要
求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创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在生活中，要勇于承担
责任、积极承担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公民，要时刻牢记自
己的责任与使命，有社会责任感。

二、修身。

修身，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
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文明礼貌的人。我们要增强自己的社会责
任感，养成吃苦耐劳、勤劳勇敢、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良
好品质，并积极同违法犯罪、破坏社会文明和谐的行为作斗
争，以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和谐。



我们还记得梁启超先生的殷切期望吗?“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
无过于良心的死灭。”我们还记得郭沫若先生的谆谆教诲吗?
这些，都是时代所寄予我们青少年的希望啊!

立德方能修身，修身必先立德，修身立德，文明之始。让我
们从现在开始，从点滴小事做起，将文明、和谐之光照耀每
一寸土地、滋润每一个心房!

同学们，前行方舟已经起航，请背起文明的行囊，去追寻、
去探索、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的未来吧!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八

早上好!

非常高兴我们又相聚在这美好的早晨。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
《勤读书，爱读书》。

期中考试刚刚结束，但我们的阅读从未停止。同学们，你可
曾想到，当你每天捧起书籍阅读时，你已经捡起了一颗颗宝
石。别看它现在似乎很不起眼，但是，它是支撑你未来人生
的基石，你捡拾的石子越多，你的基础就越巩固，你的明天
就越辉煌!“让读书成为习惯”，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成本的书。这样，当你长大成人后，你就可以自豪地告诉大
家，我不后悔，我捡起了很多很多的宝石，我是知识的富翁!

同学们，勤读书爱读书和好书交朋友吧!成材的路就在脚下，
就在我们的朗朗书声中。

书籍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采掘不尽的富矿，是文化传
承的通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学校倡导大量阅读，营
造书香校园，创建书香家庭的读书活动。这一活动的目的是
让每个人都爱读书，都能从书中汲取精神力量，感受我国优
美的语言文字，我们的内心与高尚的心灵对话，激发我们心



中那些美好、纯洁、高尚的情感，以此点亮每个人的心灯，
提高道德修养水平，在心中激起人文精神的萌芽，从而得到
灵魂的提升和净化。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九

大家早上好。冬日的暖阳沐浴着我们的心灵，五星红旗是我
们的骄傲。作为一名中学生，建设美丽xxx，共圆祖国梦想要
从以卫生修身，以文明立世开始。

细节决定成败。打扫卫生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还是需要耐心。
清理环境卫生不仅仅是平面打扫，更是三维空间的立体清扫。
既要扫地、拖地，还要擦墙、擦窗户、摆桌椅。个别同学马
马虎虎，总是忘记擦门框而让值周生扣分，给班集体抹黑。
这是多么可惜啊！可见，打扫卫生体现了一个人的观察力和
执行力。

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劳动最光荣。打扫卫生
不仅是清洁环境，更是洗涤心灵。有些同学不爱劳动、缺乏
责任心，值日的时候故意迟到，班级大扫除时，趁劳动委员
布置任务之际，悄悄地跑到操场打篮球，可谓“来无影、去
无踪”。“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子曰：“不在其位不
谋其政。”作为值日生，就应该“在其位，谋其政”，做让
校园整洁明亮的忠诚卫士。

一个班集体想要获得“卫生优胜班级”的称号，并不是哪一
天哪一组的值日做得好，而是每一天每一位同学都做得好，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体现的是团队协作意识、靠的是持
之以恒的坚持、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以及维护集体荣誉的那份
执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如何处理好相邻班级环境
区的边界问题，体现了我们的胸怀。我们班的环境区紧挨
着11班，起初我们总是为划清界线而争论不休，谁也不肯让
步。经过老师的耐心教诲和我们的感悟，我们与11班都互相
谦让、友好相处，再也不会因环境区划分界线的事情而斤斤



计较，伤害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了。

凛冬将至，积雪清扫任务十分繁重。下雪就是通知，雪停就
是命令。不管家离学校多远，都要迅速及时来校清理积
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我深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人人参与扫雪、个个争先创优，再大的风雪都是浮云！

在学校，我们刻苦学习的同时要认真负责地完成好值日，是
我们的义务；在家里，主动帮父母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是我们的孝心；在社会，我们是一中的莘莘学子，我们的形
象就是一中的形象，让我们共同以卫生修身，以文明立世！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严以修身严于律己篇十

传承历史，勇挑重担缅怀先辈，传承文明是中华儿女的优良
传统，更是广大学生的重大责任。

任何社会和时代,道德教育都是一个严肃而备受世人关注的话
题。关于道德的信念,既是先人思考与实践的结晶,又是当代
人据以行动并继续加以探索的重大命题。今天我们站在烈士
纪念碑下缅怀英灵，以传承命题，再谈文明修身更加赋予了
时代的精神内涵。

提文明修身，必然提及道德二字。道德信念是历史的积淀。
一个人的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一个民族也同样如此。我
们这个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在千百年历史中孕育出许多优良
的道德传统,赋予了整个民族乃至每个人厚重的历史感和道德
感。在这个传统里,人不仅是现实的人,更是历史和价值的统
一体。我们乐于并善于从德性的角度来定义自己、塑造人生。
孟子尝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
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
过程中,无论是蒙学教育还是国家取才,道德的尺度始终是第



一位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一个只有践行了如此道德价值的人,才是我们所推崇和铭记的
人。“平生德义人间诵,身后何劳更立碑。”唯有富于德性的
人才可与日月同光,与天地共久。

千百年来,我们无数优秀的前辈和先人身体力行,发扬德性,垂
范于后世,为人们所颂扬。他们忠于国家、一身正气——苏武
北海牧羊,不辱使命;岳飞戎马一生,精忠报国;林则徐虎门销
烟,“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以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修身正己,“暮夜却金”,“两
袖清风”。他们“仁爱孝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他们勤学苦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
他们质朴节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
维艰”。如此种种嘉言懿德,史不绝书,而民间更有诸般故事、
传说、逸闻、演义,歌功颂德,流传百世。

浸润在这样的历史传统中,我们承接的“道德遗产”无比丰厚,
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无比重大。面对新时代,我们要将优良传统
发扬光大,也要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
的转型,不只是制度和技术的革故鼎新,更是道德精神的重新
焕发。现代化不能在道德沙漠中进行。我们的道德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日趋开放的社
会中,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人的全面发
展,更需要继承民族的优良传统,更需要在继承中弘扬和树立
社会主义荣辱观,更需要优良的道德原则来澄清观念,净化人
们的精神世界。尤其对于年轻一代,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荣辱
观念,才能使80、90后免于成为“漠不关心的一代”、“最有
个性而没有担当的一代”,而真正成为富有浩然正气、蓬勃朝
气、昂扬锐气的一代新人。

细节决定成败，行为体现修养。人类的文明成果大部分依赖
于学校传承，而读书又是传承文明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要
籍着“做文明学子，创十无校园”机遇，努力修养自己的高
尚人格，做一个有信仰、有教养的文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