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破演讲稿说(精选10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
家都很苦恼吧。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
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突破演讲稿说篇一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突破伴我前行》。蝴蝶若没有
突破，就只是不起眼的毛毛虫;竹笋若没有突破，就只能蜷居
在土里，无人问津;我们若没有突破，就只能原地踏步，碌碌
终生。因此，我们的一生都离不开突破。梅兰芳正是因为突
破自己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戏曲家;胡适正是因为突破传统的刻
板框架才开创了中国白话文的先河;贝多芬正是因为突破了古
典主义音乐的束缚才成为一代钢琴大家，闻名世界。

突破，可以帮助你实现自身价值，激发你的潜力和内驱力;突
破，可以让你赢得他人的尊重，获得荣誉和称赞，从而激发
前进的动力;突破，有时还可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社会发展。
屠呦呦从《黄帝内经》中获得启发，带领科研团队度过无数
个忙忙碌碌的日日夜夜，经过一次又一次严密的试验和考证，
不断尝试、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终于研制出了青蒿素，拯
救了全球数以万计疟疾患者的性命，成就了自我，获得了诺
贝尔医学奖，试想，如果当初没有她的一次次突破，就没有
如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国际地位，屠呦呦也不会成为妇孺皆
知的伟人。

如果不突破，就只会固步自封、止步不前。突破是必不可少
的，不突破只会带来短暂的安逸快乐和长期的原地踏步，你



就只有坐以待毙。在一片黑暗沉寂中，突破是一道惊天的闪
电，照亮了黑暗;不突破就只有在沉默中死亡，清朝的闭关锁
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突破伴我们前行，既需要“不走寻常路”的勇气，也需要坚
持不懈的行动。北京十一中学的校长李希贵，敢于打破传统
教学的桎梏，发明“走班制”等先进的制度，使学生充分发
挥自己的兴趣，尽情张扬个性。李希贵还主张给学生减负，
给他们充分的时间阅读，抛开传统的“应试教育”而主
张“素质教育”，这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如今李希贵已
经是三十多间学校的总校长，但仍坚持不懈地奋斗。

突破伴我们前行，还需要百折不挠、努力奋斗、敢于创新的
精神。中美贸易战进行得如火如荼，面对美国对手机芯片的
技术封锁，华为不曾放弃，而是自行研究出属于自己公司
的5g芯片，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让美国束手无策。虽然
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能在解题中寻找一种新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敢于创新，也是值得敬佩的。

李嘉诚说过：“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我们不应该利用外界压力打破蛋壳，而应该从自身突破，不
断成长，成长为独击苍穹的雄鹰。

谢谢大家!

突破演讲稿说篇二

大家好！

我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恐高。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有点儿畏惧高度。小学时，随着年纪的增长，楼层也越高，
从走廊往下看，不变的是那种眩晕感，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恐
慌，最夸张的，莫过于下楼时都惧怕几个阶梯的高度，心跳
得很快，只能慢慢走下楼梯，到了平地后，那种紧张感久久



不能散去。直到那次，被两个姐姐拉着加入了坐过山车的队
伍。

望着过山车的运动轨迹，听着上面传来的一声声哀嚎，心里
一紧，腿脚已渐渐发软，一时的恐惧布满了全身，想退缩，
想放弃，但姐姐们的鼓励以及充满欢笑的交谈，让我渐渐放
松下来。队伍前面的人越来越少，马上就到我们了，原本稍
微缓解了一点的紧张气氛又恢复到了原样，看着姐姐们毫不
畏惧的神情，我只得在心中默念：没事的，一下子就好了，
闭着眼睛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放轻松，深呼吸。

到了我们这组，我踏上阶梯的脚步都十分沉重，我知道，这
已经无法挽回了，只好硬着头皮逼自己坐上座位，像个脱线
木偶般呆坐在座位上，“3、2、1、出发”，工作人员的倒数
已经结束，过山车已开始慢慢移动，我握紧了扶手，手心冒
出的汗已浸湿了扶手，到了一个点，过山车突然停了下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过山车马上就开始了加速，我自觉地紧
闭眼睛，抓紧扶手，低着头，开启了静音模式，不喊，不叫，
好像将自己封闭在了一个只有自己存在的空间当中，继续感
觉到过山车剧烈运动，体验着天旋地转的感觉。只感觉自己
突然转了一个360°的圈，好像要被甩出去了似的，过山车又
恢复了原速，我刚准备睁开眼，但过山车又突然加速，又让
我转了几个大圈，脑子里好像有一瞬间的充血，却又因为过
山车的加速运动而来不及反应。

终于，过山车结束了，慢慢地回去时，脑海中一片空白，只
充斥着恐怖的感觉，眼睛不经意的瞟向旁边的景物，迎面而
来的是一阵眩晕，整个人呆滞的坐在椅子上，久久不能回神。

走下楼梯，双脚是颤抖的，但却又有点欣喜，我做到了，给
自己了一次突破的机会，突破自我，我成功了，这种恐怖的
感觉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虽然过程很狼狈，并且对恐高症没
有任何缓解，但至少经历过，与那刻苦铭心的恐惧有过一次
的交锋。



突破演讲稿说篇三

从星期三得到了《开讲啦》栏目组的邀请之后呢，我可以说
觉都没睡好 ，不知道该讲什么。我们要说航空工业，在座的
同志可能有很多人航空航天还分不太清楚。航天，它搞的是
牛顿定律的，就是力大于（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我们航
空搞的是属于以空气动力学为基础的，是速度与f（力）的关
系。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飞机能飞起来，推力不一定要大于飞
机的质量，只要产生速度，由速度产生升力，升力把飞机托
上天。这就是我们航空航天的一个基本原理的差别。

作为一个飞机设计师，设计一型很平庸能飞的飞机，应该说
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但是要能设计出满足需求的一款精湛
的飞机是非常难的。这里一个最简单的衡量的技术，就是说
飞机设计和你实现的产品最终结果，你的结构重量是不是超
重。好的飞机设计师，结构重量系数要低，就是说我设计好
这个东西，比如说12.5吨，我们就要12.5吨。所以他问我，
什么是最高水平的设计师，就是设计精准的。飞机设计就跟
钟表是一样的，走得慢不好，走得快也不好，走得精准是最
好的。飞机设计师不仅仅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他更是一个
艺术家，飞机是一个技术和艺术混合的结晶体，凡是好看的
飞机，它的性能一定是好的。一个好的设计应该讲是用最简
单的办法来完成的一个产品，所以说我们在做飞机设计的这
个过程中，会在诸多的矛盾中去平衡、折中、选择。作为一
型装备，我们一定是在三坐标下来理解，在规定的时间内，
在规定的经费内，在使用限制范围内，做出一个好用、耐用、
管用的一型产品，而不是用最先进的技术，把它组合堆积在
一起。

当年我们在歼-15研制过程中，这个飞机怎么着舰飞行的方法，
我们都是一个空白。所以说研制飞机的同时，我们开辟了第
二战场，就是飞行员驾驶策略的.研究。舰载机的飞行事业是
刀尖上的舞蹈，它的风险极高，就是飞行员在使用过程中，
给他留有的操作空间都非常小，稍有不慎或者是反应有点迟



钝就无法挽回。

世界各国的研制过程中，我们有很多这个舰载机失事的视频。
分析了外国人的这个出事的内容，又根据我们自己的试验，
我们总结出来一套，我们这个看灯、保角、对中的一种操作
口诀，让飞行员来进行反区操作等等。这一系列保证了我们
舰载机飞行员的一个同时培训、培养，所以说在20__年的9月
份，航母入列之后，西方人断言中国的舰载机还会有五年左
右的时间才能在辽宁舰上使用，没想到两个月以后，我们在
辽宁舰上成功地着舰了，而且一次五名飞行员，全部都安全
地着舰。

过去人家都讲这个飞机的成本是制造出来的，实际上飞机的
成本是设计出来的。每一个零件，加工的工艺，采用什么样
的材料，工艺方法，都直接决定了飞机的成本。所以我们现
在这个新的飞机设计理念，又要对全寿命、低成本来设计，
融入了飞机设计的一个灵魂，这个也是反映在我们下一代飞
机上，这些设计的一些方法。也就是说，新一代的飞机，它
能跨代，一定是技术上有了拐点，它能实现这个跨代，一定
会在方法上，在手段上有新的创新。

早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项目，要实现材料全部国产，研制
一型飞机。其中我们有一个叫钛合金的型材，全机的飞机加
在一起就要用二十公斤，就要投资五个亿的拉伸机，才能把
这个型材拽出来。当时我们就想两种出路，一种就是不用钛
合金，能不能用高强度的，又耐高温，强度又相当的东西来
代替。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不用这种加工工艺行不行。在这
个时候，北航的王华明老师，现在也是我们工程院的王华明
院士，带着一个小核桃，一个3d打印的钛合金小核桃来找我。
他说我用激光一点一点地把它加工出来的，激光堆焊出来的。
后来我们说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用这个工艺焊一个钛合金出来。
结果他回去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做了这么一段钛合金的小
样件。我们经过力学的一个测试，觉得它完全可以代替这个
锻铸件的水平。这件事儿，当时我们国家在钛合金3d打印技



术上，它是一个启蒙，一个奠基。这种技术对这种异型结构，
就不是正规有规律的形状，这种结构做起来是非常简捷的，
也非常快速。

另外它是增材制造，也是我们低成本制造的一个方面。过去
特别是我们航空的这个结构件儿，一般是一百公斤的材料，
抠到最后只有五公斤是有用的，九十五公斤都是铁屑扔掉了。
所以说用这个3d打印的增材制造的方式，就是一点点，可能
涨到六公斤，稍微一切削就可以来使用了，这也是低成本的
一种方式。最后我们的3d打印实际上是获得了国家科技发明
的一等奖。从一开始为了解决问题，在创意上产生了新的想
法，最后又培育了这么一个领域的，一个制造行业。实际
上3d打印，后来在国际上也风靡流行，是未来我们制造业的
一大支柱产业。这就是我们在飞机型号研制过程中，返回来
创新的一个故事。什么是创新？我个人的理解，创意是创新
的源泉，最大的创新是创意，创新不过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进行改进更新的一个概念。要有新的思路，这是我们最大的
创新。

所以说我觉得，再给年轻人分享一个概念，我经常给我的年
轻团队的人讲，就是说我们干任何一件事儿，得要树立“三
心二义”的一种情怀。哪“三心”呢？第一要有雄心，你想
干什么？就是说这个雄心壮志，不能说我今天想要当科学家，
明天想当明星，后天想当政府官员，那不行，你得有一个目
标。第二呢，要耐得住寂寞。实际上就我亲身感受来说，我
们在1983年工作以后，正好赶上改革开放，出国热，基本都
跑了一大批。南下，深圳下海潮，也是“外面世界很精彩”。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还能在那种环境下，在一个搞科研的氛
围、环境里头，继续从事航空事业的研发，就是要耐得住寂
寞，耐得住外面的精彩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责任心，就是
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自己的责任心也就来了，要自己
对自己这个工作负责任。实际上它包括你对家庭，对事业，
对祖国，对人民等，它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个“三心”



是很重要的。“二义”呢，一个是要讲情义，一个是要讲侠
义。不管怎么着，就是人不仅仅是要有智商，智商高的人很
多，一个人的成功还要情商的保证，只要有了情义和侠义，
情商都会很高。培养自己这种“三心二义”的情怀，不管是
将来对工作，对什么，都会有良好的收益，这是我自己在这
个设计师成长之路上，自己总结提炼出这么一个过程。我的
讲话就这么多，谢谢大家。

突破演讲稿说篇四

大家好！

李嘉诚说过：“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
命。”而人生亦是如此，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是成长。
如果我们能从内打破，突破自己，就能够获得一种成长，一
种新生。

突破自己，需要勇气。

众所周知，蛹化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倘若有人好心帮助它
们破蛹而出，蝶的翅膀就会皱缩在一起，难以打开。只有当
它们自己突破自己，怀着勇气，忍痛挤过那窄窄的蛹道，翅
膀才能够支撑起它们飞行，而人亦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像
它们那样怀着勇气，勇敢地迈出痛苦却不得不承受的一步去
突破自己，就不会有够硬的翅膀支撑我们在天空中飞翔。因
此，当我们怀着勇气去突破自己后，再遇见同样的困难也将
毫不畏惧。

突破自己，需要毅力。

突破自己，需要思考。

鲁班造锯的时候最初无论如何也造不出理想的锯子，直到有



一天他被带齿的的植物给划伤了。看着手上的出血口，他陷
入了深思。随后，他创新地将这些齿融入了锯子中，果不其
然令锋利的锯子锯开了木头。他的思考，他的自我突破令世
界上又多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因此世人感激他。我们突破自
己时也需要不断思考，从细微之处得到启发，刻苦钻研。但
不仅仅是如此，我们固然要有一战到底的毅力、入微的观察、
仔细的思考，但我们更应该偶尔驻足思考方向是否正确。要
知道，路走对了才能成功，倘若错了，停下来就是进步，若
能往回走，那我们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突破自己，怀着勇气昂首前行！

突破自己，秉持毅力一战到底！

突破自己，仔细思考，让自己离成功更近！

突破自己，让自己获得一种成长，一种新生！

突破演讲稿说篇五

大家好!

逆境给人动力，逆境使人情分，逆境使人坚强。逆境好比一
台锻炼人的机器，帮助人成长。在逆境中生存与成长的人往
往比其它的人更出色，更坚强。

在逆境中成长的人往往为了使自己走出逆境，从而更加的努
力工作与学习，做任何事情都坚持到底，获得成功。

逆境给人动力。我国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
被他人说成“苟且偷生”他天天在别人的嘲讽中生活。可是
他却将逆境转化动力，最终写出我国第一步纪传体通史——
《史记》。这部五十二万余字，一百三十篇的巨著，记述了
从黄帝带汉武帝约两千年的历史。《史记》不仅给我们后人



留下许多史学资料，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篇章。《史
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古话说的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人生也是
这样，只有经过逆境的经历才能变得更坚强，才能克服困难
通向成功。

逆境使人坚强。美国女作家海伦凯勒，自幼因病称为聋哑人，
但是她并没有被逆境所吓倒，而是变得更加坚强，她自强不
息。克服巨大困难读完大学。她一生写了十几部作品，被授
予总统勋章。她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逆境像森林，逆境像高山，逆境像沼泽，他们虽然很难去穿
越或攀登。但是只要你女里你就会克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变得更勤奋，更努力，更坚强。

逆境助人成长!

突破演讲稿说篇六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战胜自己，快乐成长)。

同学们，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谁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
当我们面对困难，应该怎么办?当我读完(健康成长)这本书，
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战胜自己，快乐成长。

在我成长的经历中，也曾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困难，就比如那
次随爸爸他们一起去爬鹰子洞。我一到瀑布下就傻了眼：这
么高的洞，怎么爬得上去?随我们一同去的两个小朋友，在我
犹豫不决的时候，轻快地爬进了第一个洞口。爸爸在一旁鼓
励我说：“小雨，你也快爬啊!”我呆呆地望着那几个盘旋在
山腰的山洞，不禁出了一身冷汗：这么高的洞，旁边还没有



扶栏，真恐怖啊!

我一抹手，擦干眼泪，从洞口的平台上站了起来，抓着头顶
的石块朝上面的洞口爬去。一边爬还一边想：要是没有这么
多老鹰在这里安家，我也就不用爬啊!哪料我手一下没抓紧，
整个身子从上个洞口的边缘又滑了下来，幸好爸爸在我身后，
一把扶住我，我一下子又坐在了原来摔跤的石头上，心里久
久不能平静。说什么也不能再爬这鹰子洞了，就让那小弟弟
们去笑吧!

爸爸什么也没说，和我一起坐在了那块平台上，不知坐了多
久，直到那两个小朋友从我们头顶的洞里滑了下来，直到他
们出了鹰子洞。爸爸看见我平静了下来，才对我说：“小雨，
我们一定要战胜自己，今天，我们爬的不是鹰子洞，而是自
己啊!”虽然我还不能一下子全明白话里的意思，但我下定了
决心，一定要爬上最高的鹰子洞，看看那些老鹰在天空在翱
翔的姿态。

我再次从平台上站了起来，把双手伸向头顶的石块，一步一
步地脚踏实地的向上爬。爸爸也跟着后面，拿着照相机不停地
“咔咔咔”，为我拍下了一张张攀登的照片。

不出一会儿，我们终于爬到山顶了，我望着蓝蓝的天空，听着
“哗哗”的瀑布声，心里不禁泛起一阵阵自豪：我爬上顶峰
啦!

是啊，人生的道路就像爬山，一个个困难就像那一个个鹰子
洞，当我们战胜了“鹰子洞”，战胜了自己，一幅幅美丽的
风景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同学们，就让我们从小拥有阳光心态，积极面对现实，勇于
战胜自己，做生活的强者吧!



突破演讲稿说篇七

人们常惊叹于彩蝶飞舞时的惊艳;鲜花绽放时的绚丽;鸟儿鸣
叫时的婉转，曾几何时能意识到他们为自己的成功铺设了一
条长长的助跑线——逆境。

还记得那首歌里唱的吗?“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是的，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综观古
今，但凡成功必有逆境相随。

杜甫，若没有那“布衾冷似铁”的逆境，又哪得“安得广厦
千万间，大庇天下寒是俱欢颜”的千古绝句和诗圣之称。

文天祥，若没有那被俘过零丁洋的逆境，又哪得“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坚贞不渝。

贝多芬，若没有那失聪的逆境，又哪得《命运交响曲》等这
样无与伦比、气势宏伟的乐章。

李白，若没有那铁杵成针的逆境，又哪得“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

成功是多种多样的，但唯有一点相同——都有逆境，这条成
功的助跑线，是逆境造就了成功。因而，我们要铺设逆境的
助跑线;插上不畏艰难的翅膀，向着成功的天际飞翔!

突破演讲稿说篇八

亲爱的同学们：

从原始社会人们举起火把探索森林，再从西方国家打破宗教
愚昧思想，最后如今科技取得重大突破发展……可见，突破
是推动进步的催化剂，让人们不断取得进步，走向成功。



突破是个人发展的重要前提。唯有突破才能使人们发掘自己
前所未有的才能。也许有人会说：“如果我已经足够优秀了，
那么我是否就不再需要突破?”错!正是如此，我们才更应突
破自己。我们在让自己不断变得优秀的同时，也承担着一份
突破自己、完善自己的责任。在多次会议上，我国领导曾多
次提到“工匠精神”，这便是对突破自我的一项完美阐述。
亚洲飞人苏炳添，曾在各项运动会上都以极大的优势打败了
对手，可与此同时，他也不曾懈怠，最终他横空出世，成为
了亚洲第一名突破十秒的运动员。我们青少年也应当像他一
样，成为一名不断完善、突破自我的大国工匠。

在集体力求发展的同时，突破促进了集体的不断进步和团结。
突破就如集体的一根“定海神针”，能使集体焕发新的光彩。
集体不应只想着提高收益而忽略了科技和发展。阿里巴巴曾
只有寥寥数人，而它提出的互联网理念，让它在同类中出类
拔萃，成为商业界的传奇;华为之所以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企
业之一，也与它不断突破技术的限制，成为第一款5g芯片制
造商有关。突破是集体的黄金，它能在一片乌黑的泥土中焕
发光彩，在竞争中取得重大优势。

国家在制度的不断创新中、思想的不断进步中，也应力求突
破。荷兰曾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而它的臣民们克服了内心
的恐惧，直临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大西洋，才能成为如今的
“海上的马车夫”;在全中国被封建思想毒害至深时，一批热
血青年主张打破旧思想的束缚，抗日救亡，最终开启了中国
的新篇章，才有了如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国家的不断发展
和进步，正是一个突破瓶颈、打破旧局的一个过程。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究竟是任人
宰割还是生机勃勃，关键取决于我们思想上的抉择。如今有
许多中学生，因取得了一点成就而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他
们的结果必然就是突破不了自己，从而流落到普通人的一员
中。而我们不想沦落于此，在思想上应先克服惰性，做到不
惧突破;在行动上则应知行合一、言出必行，让我们好好利用



突破这一生命中的催化剂，不断克服困难，担当起发展自己
的重任吧!

谢谢大家!

突破演讲稿说篇九

大家好!

我是来自__班的____，很荣幸能够站在庄严的五星红旗下，
为我校全体师生做本周的国旗下演讲。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遇挫弥坚，无畏向前》。

____市一模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高一年级的阶段性测试
也落下了帷幕，现在，成绩已经公布，其结果自然是“几家
欢喜几家愁”。成绩退步的同学不免会有一些失落与不甘，
埋怨试题、埋怨自己的情况，相信大家已经不少见了，而成
绩有所提升的同学大多心情较好。拿我来说，虽然这次并没
有考出我最好的成绩，但比上次考得好就足以令我对上一阶
段的学习感到满足了。

进步欣喜，退步失落，这是很难避免的，不过，在我仔细地
自视与思考后，我还是想对各位同学说：大家不要执着于这
一次的成绩，进步者应该始终保持一颗谦虚的心，让自己的
成绩得以保持并稳步上升;退步者不应该气馁，不理想的成绩
不能成为自己消极怠学的理由。

其实，无论是对于进步者还是退步者来说，良好的心态都是
保证优良学习的关键，而良好的心态，则需要以我们的真才
实学为基础，“龙可翻江不畏水，鹰能冲天何惧崖”。此时，
便凸显了十大学习攻略的作用了。

不过，在详细说明之前，我想说的是：起初，有的同学会认为
“十大学习攻略”只是一个大家挂在嘴边的口号。但是，当



你切身的去体验，去实践时，渐渐的你便会对它有所感悟。

我们应该主动抓住零碎的时间，将零碎的知识点吸收归纳为
系统的整体知识，做到“手中有卡片，卡上有知识，脑中有
系统”。学习卡的好处，只有试过才会知道。

当老师讲课时，许多同学更习惯于听而不做回应，在我看来，
这并不是最好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导致小知识点一
听就过，大知识点记而不牢。我个人更倾向于在课堂上与老
师互动，在语言上的交流会让我紧跟住老师的思维。

我认为，同学们应该敢于发言，善于发言，因为发言是质疑
的基础，它能够推动质疑。习惯接受固然不错，但是接受而
不思考就有问题了。作为学生，我们一定要有“吾爱吾师，
但吾更爱真理”的心态。我曾不止一次地大胆质疑题目，质
疑老师，质疑知识，而我的老师也不止一次地努力辩倒我的
想法，就在一次次的语言辩论与思维碰撞中，我对知识点的
了解更加深入了，而老师也可能会想出解释知识的新方法、
新角度，这是一种双赢。而且，与老师辩论问题时的感受，
在学生之间是难以体会到的。

在家里，我们是否愿意用闲暇时间来学习呢?在赛车比赛中，
弯道超车或许是一种危险的行为，但在学习过程中，它却是
我们提升自己的大好机会。但别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在假期
学习就能“超车”，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人在学习，每个人都
想把握住这个超越的机会，我们要拼的，除了时间，还有效
率。在我看来，“回家做题，吃饭看题，睡觉梦题”并不是
最高明的学习方法，正如十大学习攻略中保障学习所提到
的:“必要的休息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必要保障。”劳逸结合，
张弛有度不失为一种高效率的学习方法。

仔细想想，可能学霸之所以比自己高出几十分的，就是与这
些细节有关。



不过，无需消极与气馁，算一算自己与学霸间的差距，将几
十分的分差均摊，可能每一科多答对两道选择题，差距就会
缩小许多甚至消失，这也从侧面提醒了我们全面学习的重要
性。

一次的考试成绩不足以说明一切，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考
试还未来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高考铺路，我
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戒骄戒躁，不气不馁，脚踏实地，稳中
求升。在高考时做到“胸有成竹而笔下有神”。

曾经，有一位铁人以身体与意志为武器，直面艰苦，奋斗一
生;今日，有无数的.铁中人以胸中之志为武器，遇挫弥坚，
无畏向前!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突破演讲稿说篇十

大家好！

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将一滴墨水滴在一张纸上，分别让十个
大人和十个孩子说说它是什么。十个大人的答案不外乎一个：
“这是一滴墨水。”而剩下的十个孩子看见了，却争先恐后
地说：“这是一只甲虫在爬树。”“这是一个圆盘。”“一
轮挂在空中的圆月。”……孩子们的回答各有不同，出人意
料。

智少愈完，智多愈散。小孩子学知识最自然，最随心所欲，
最快乐，人为的成分最少，天性最完美。小时候老师经常玩
图片游戏，当他举起一张画着月亮的图片时，我说那是小船。
老师很不认同，跟我讲了许多它是月亮的道理。是又怎么样，
谁说不能是小船？可怜的大人，他们的思维已经禁锢在某个
固定模式之中。似乎正确答案必须经过文字、经验的推证，
一定要有据可查，一定只有一个。人们心目中的标准，就成



了束缚人们尽情挥洒智慧的绳子，成了扼杀小孩子无限遐想
的凶器。

诚然，标准让我们知道怎样是“过”，怎样是“不及”，但
标准有时却会束缚住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局于一隅。往小说，
曾经有人觉得在成语故事“杞人忧天”中的杞人是愚笨之人，
人们觉得天踏下来是不可能的，于是觉得他可笑、可悲。以
此来劝解人不要无事生忧。

当他萌发这个想法之后，便有许许多多人来阻止他，来告诉
他不用过多的担心，跟他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然而，在我
看来，杞人哪里是什么庸人，他是个哲学家。他突破了常规，
想到了常人所想不到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赫拉克
利特和恩多克勒都认为天是会毁灭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哲
学就是从忧天开始的。然而，有多少人认为他的想法创新、
突破常规、是常人所不敢想的伟大尝试呢？到最后，刚萌发
的哲学之芽很快就被人们“天不踏”的标准掩埋，很快就扼
杀在摇篮中，并留下不美之名。这种标准会使人错失许多思
考的机会，使教育变得古板生硬。我们学的不是书本，不是
教条，是智慧与思想。

突破常规，要求我们不为标准所束缚，要求我们有21世纪人
才所具备的素质“创新”。这样，你可以沉浸在知识海洋里，
你可以自由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