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渡之战演讲稿(精选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官渡之战演讲稿篇一

参战部队：袁绍军;曹操军

战争结果：曹操获胜

时间：公元200年(建安五年)

地点：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

人物：袁绍 曹操 刘备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
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的序幕由此拉开。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曹操部将多认为袁军强大不
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
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
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
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
(今山东临沂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
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
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都;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
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二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
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协助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黄河
南岸)的东郡太守刘延，阻滞袁军渡河和长驱南下，同时以主
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一带筑垒固守，以阻挡袁绍从正



面进攻;派人镇抚关中，拉拢凉州，以稳定翼侧。从以上部署
看，曹操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不是分兵把守黄河南岸，而是
集中兵力，扼守要隘，重点设防，以逸待劳，后发制人。从
当时情势而言，这种部署是得当的。首先，袁绍兵多而曹操
兵少，千里黄河多处可渡，如分兵把守则防不胜防，不仅难
以阻止袁军南下，且使自己本已处于劣势的兵力更加分散。
其次，官渡地处鸿沟上游，濒临汴水。鸿沟运河西连虎牢、
巩、洛要隘，东下淮泗，为许都北、东之屏障，是袁绍夺取
许都的要津和必争之地。加上官渡靠近许都，后勤补给也较
袁军方便。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时，
刘备起兵反曹，占领下邳，屯据沛县(今江苏沛县)。刘备军
增至数万人，并与袁绍联系，打算合力攻曹。曹操为保持许
昌与青、兖二州的联系，避免两面作战，于次年二月亲自率
精兵东击刘备，迅速占领沛县，转而进攻下邳，迫降关羽。
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当曹、刘作战正酣
之时，袁绍谋士田丰建议袁绍“举军而袭其后”，但袁绍以
幼子有病为辞拒绝采纳，致使曹操从容击败刘备回军官渡。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正月，袁绍派陈琳书写檄文并发布，檄
文中把曹操骂得无法忍受。二月进军黎阳，企图渡河寻求与
曹军主力决战。他首先派颜良进攻白马的东郡太守刘延，企
图夺取黄河南岸要点，以保障主力渡河。四月，曹操为争取
主动，求得初战的胜利，亲自率兵北上解救白马之围。此时
谋士荀攸认为袁绍兵多，建议声东击西，分散其兵力，先引
兵至延津，伪装渡河攻袁绍后方，使袁绍分兵向西，然后遣
轻骑迅速袭击进攻白马的袁军，攻其不备，定可击败颜良。
曹操采纳了这一建议，袁绍果然分兵延津。曹操乃乘机率轻
骑，派张辽、关羽为前锋，急趋白马。关羽迅速迫近颜良军，
冲进万军之中杀死颜良并斩首而还，袁军溃败。曹操解了白
马之围后，迁徙白马的百姓沿黄河向西撤退。袁绍率军渡河
追击，军至延津南，派大将文丑与刘备继续率兵追击曹军，
曹操当时只有骑兵六百，驻于南阪(在白马南)下，而袁军达



五六千骑，尚有步兵在后跟进。曹操令士卒解鞍放马，并故
意将辎重丢弃道旁。袁军一见果然中计，纷纷争抢财物。曹
操突然发起攻击，终于击败袁军，杀了文丑(文丑为乱军所杀，
并不是关羽斩杀)，顺利退回官渡。颜良、文丑都是河北名将，
却被一战而斩，袁绍军队的锐气被挫伤。

袁军初战失利，但兵力仍占优势。七月，进军阳武(今河南中
牟北)，准备南下进攻许昌。八月，袁军主力接近官渡，依沙
堆立营，东西宽约数十里，曹操也立营与袁军对峙。九月，
曹军一度出击，与袁军交战不利，退回营垒坚守。

曹操写信给荀彧，商议要退守许都，荀彧回信说：“袁绍将
主力集结于官渡，想要与公决胜负。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
能制，必为所乘，这是决定天下大势的关键所在。当年楚、
汉在荥阳、成皋之间，刘邦、项羽没有人肯先退一步，以为
先退则势屈。现在公以一当十，扼守要冲而使袁绍不能前进，
已经半年了。情势已然明朗，绝无回旋的余地，不久就会发
生重大的转变。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机，千万不可坐失。”
于是曹操决心继续坚守待机，同时加强防守，命负责后勤补
给的任峻采取十路纵队为一部，缩短运输队的前后距离，并
用复阵(两列阵)，加强护卫，防止袁军袭击;另一方面积极寻
求和捕捉战机，击败袁军，不久派曹仁、史涣截击、烧毁袁
军数千辆粮车，增加了袁军的补给困难。

期间，汝南郡黄巾军刘辟叛变，袁绍使刘备前往相助，又派
韩荀钞断曹军西道，皆被曹仁击破。江东孙策意欲偷袭许都，
却被刺客暗杀。

同年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令淳于琼率兵万人护送，屯
积在袁军大营以北约20公里的故市(河南延津县内)、乌巢(今
河南延津东南)。恰在这时，袁绍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建议曹
操轻兵奇袭乌巢，烧其辎重。曹操立即付诸实行，留曹洪、
荀攸守营垒，亲自率领步骑五千，冒用袁军旗号，人衔枚马
缚口，各带柴草一束，利用夜暗走小路偷袭乌巢。到达后立



即围攻放火。袁绍获知曹操袭击乌巢後，一方面派轻骑救援，
另一方面命令张合、高览率重兵猛攻曹军大营。可曹营坚固，
攻打不下。当曹军急攻乌巢淳于琼营时，袁绍增援的部队已
经迫近。曹操励士死战，大破袁军，杀淳于琼等，并将其粮
草全数烧毁。张合、高览闻得乌巢被破，于是投降曹操，导
致了军心动摇，内部分裂，大军崩溃。袁绍仓惶带八百骑兵
退回河北，曹军先后歼灭和坑杀袁军七万余人，也有说是八
万人。

官渡之战增强了曹操的实力，为曹操击溃袁绍，统一北方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北方仅有曹操和袁绍势力较大，此战击溃
了袁绍，北方就无人能和曹操抗衡。

官渡之战演讲稿篇二

袁绍知道曹操拉拢孙权对付自己，就率领七十万兵马去讨伐
曹操， 曹操只率领七万人马去迎敌。

曹操兵少粮少，就想速战速决，结果第一次交战就大败，曹
操之后 率兵守在官渡。曹操派人到许昌催粮，结果被许攸抓
住了。许攸知道曹 军粮草没了，就献计让袁绍趁机去攻打曹
操，必胜。结果袁绍知道学友 曾跟曹操有感情，就不信任他，
许攸见袁绍不信他，就投奔了曹操。

许攸给曹操献计，烧毁袁绍的粮草，袁军不战自乱，全无斗
志四处 逃乱，袁绍发誓要跟曹操决一雌雄，曹操采取十面埋
伏的计谋，兵分十 路，杀得袁绍大败而逃。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袁绍七十万
人马怎 么会败给曹操的七万人马?许攸抓住曹操的使者， 本
来是攻打曹操的良 机， 但是袁绍不相信许攸， 从而失去了
好机会。

曹操相信了许攸的计谋， 反败为胜。



该相信别人的时候要相信别人，但是袁绍这时候即使后悔，
已经 晚了，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以后做事不光想前面该
怎么做，也要 想想做完一件事的后果是怎么样。

官渡之战演讲稿篇三

三国期间，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名叫官渡之战。这一战
发生在公元200年，也正是这一战，大大削弱了袁绍的势力，
奠定了曹操今后一统北方的格局，真可谓是三国中“三大战
役”之一。关于这一战，古往今来都有许多人分析其胜败之
因，那么今天，就让我总结一下其概要。

我认为，纵观官渡之战的最大主旨，便是“遗憾”二字。

第一个遗憾，是袁绍采用了错误的战术。

这一战，发生在曹操基本平定中原地区之时。当时袁绍盘踞
幽冀二州，正有夺得九鼎的想法，却被曹操一下阻挡，少时
的友谊自然是不触即破。于是，在公元200年的秋天，袁绍亲
率七十万青壮，南下攻打他与曹操势力的交界之处—官渡。
七十万啊，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数字啊！如果将曹操后来阻
挡袁绍所率领的七万人马与之比较，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实力
对比有多悬殊了。但最终的结果是—曹操赢了。我认为造成
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袁绍采用了错误的战术。其实当
时袁绍的谋士田丰和沮授曾先后劝谏过袁绍，让他借助双方
粮草供应差的先天优势，以逸待劳、以守待攻。遗憾的是，
袁绍没有接受。他认为，曹操不堪一击，于是轻敌冒进，不
顾粮草。而正是因为如此，曹操得以不惧因双方粮草差过大
而导致的危局。

但是袁绍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就算采用了错误的战术，仍
然稳赢。于是许攸出现了。

第二个遗憾是，袁绍并没有采纳许攸的意见。



许攸是曹操的朋友，但他竟投奔了袁绍。在官渡之战白热化
的阶段中，他给袁绍献上了一个足以使曹操彻底败亡的计
策—偷袭曹操的大本营许昌。这个计策，经过后代史学家的
仔细研究，发现是可行的。而我们也知道，这个计策无疑会
断掉曹操的后路，让曹操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就在这时，
堪称三国史中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来了—袁绍拒绝了。于是，
就像三国演义中所述，“本初豪气盖中华，官渡相持枉叹嗟。
若使许攸谋见用，山河争得属曹家？”，许攸投奔了曹操。
之后剧情，相信大家都知道，许攸告诉了曹操乌巢是袁绍粮
草囤积处的机密。

然而，就算曹操烧了乌巢。胜局还是未定。于是，第三个遗
憾来了，郭图为利逼降张郃、高览。

在曹操断了袁绍的粮草以后，尽管袁绍实力大损，但仍然有
实力，还有张郃、高览两位将领。袁绍终于做了清醒的判断，
让张高二将攻打在乌巢的曹军。可是，这时对乌巢失守难逃
其咎的郭图为了不被二将发现是自己导致了乌巢失守，离间
了袁绍和张高二人，使张郃与高览不得不投降了曹操。而也
正是这一次投降，不但使袁绍实力大损，而且导致了袁军军
心惶惶，致使袁绍最后在仓亭被打败，郁郁而终。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空招俊杰三千客，漫
有英雄百万兵。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更怜一
种伤心处，家难徒延两弟兄”。袁绍，作为一代枭雄，却没
有如曹操般的宽广心胸和准确的判断力，最后败于官渡，遗
憾而死。叹矣！

官渡之战演讲稿篇四

想必大家都看过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吧，它可是我最喜
爱的书之一。里面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情节，精彩纷呈的故事，
还有许多历史典故，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历时九个月，是汉末群雄混战和三国形成两个阶段
中具有意义的三大战役中的第二大战。曹操用荀攸之计不救
颜良围住的白马先到延津，假装袭击袁绍，使袁绍调兵救援。
袁绍将接应颜良的预备兵派去阻击曹操。曹操见袁绍中计 ，
就派主力袭击白马 ，颜良猝不及防，被大将关羽斩杀 。袁
绍因损失爱将暴跳如雷，让全军渡河追击，曹操发现袁军纪
律不严，就利用这个缺点，在地上堆满战利品，袁军果然中
计，曹操接着亲帅大军，大破袁军，并斩杀大将文丑。后来，
曹操和袁绍打攻防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离开袁绍，加入曹
军，并透露袁军粮草全堆集在乌巢，于是曹操在夜晚火烧乌
巢，使袁军补给断绝，袁绍只好逃跑，通过这次战役，曹操
基本统一了北方，而袁绍精兵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

通过这场战役，我们可以看出，曹操是一个善于调兵遣将，
富于谋略的人。因为在白马被围攻时，他不先救白马，而是
采用谋士荀攸的“声东击西 ”的方法，将接应颜良的预备兵
派去，使袁兵分散，再用主力兵去解白马之围，斩杀颜良，
又用计杀死文丑，火烧乌巢，最终取得胜利。同时曹操还是
一个善于用人的人，他广交天下名士，用人方面知人善用，
不计前嫌。最好的例子就是曹操收留了杀死他的勇将典韦的
贾诩，让他为自己效力。而在官渡之战中，众谋士都对许攸
投降一事表示怀疑，只有曹操力排众议，相信许攸，从而火
烧乌巢粮仓，取得了战役获胜的转折点。大家想一想，刘备
才几员大将啊?除了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五虎上将，
就没其他可以独挡一面，能在前线领兵作战的将领。而曹操
手下战将千员，慕名而来的更是不计其数。袁绍虽然兵力强
大，但不善于用人，刚愎自用，当田丰、许攸劝他勿与曹操
开战时，他不但不听，还将田丰投入大牢，将许攸赶了出去，
兵败后不仅未悔改，回来后还斩杀了谋士田丰，使下面群臣
人人自危，再也不敢进言。而当关羽斩杀颜良后，袁绍不听
别人的劝告，出兵渡河，结果损失惨重，文丑被杀，一败涂
地。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人物，我们从他们身上能够吸取许多经



验教训。我们做人就要像曹操这样胸怀大志，用人不疑，心
胸宽广，而不能像袁绍那样优柔寡断、刚愎自用，最终导致
身败名裂。

从近代来看，我们的周总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小就
立下雄心壮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为之而奋斗终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一个永远活
在人民心中的好总理。

一言以蔽之，人的一生不能虚度，要奋斗自己的人身，就像
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一样：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
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不会因为
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们只有立
下远大理想，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付出一切，年华才
不会虚度。

官渡之战演讲稿篇五

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进行的战争。当时，曹操占据黄河中下
游的地区，“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当时北方最大的军阀袁
绍发生的决战。公元199年，袁绍率兵10万进攻曹操，曹操
以2万人迎敌。第二年，两军在官渡对峙，曹操以少数军队偷
袭乌巢，将袁绍军粮焚毁，大败袁军。官渡之战时中国历史
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曹操通过此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
基础。

东汉末年，豪强拥兵割据，逐鹿中原。时袁绍拥有冀、青、
幽、并四州，自恃兵多粮足，图谋相机消灭仅据兖、豫二州
的曹操。建安五年一月，袁绍率精兵10万南下。在此之前，
曹操为避免腹背受敌，已先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并进驻
易守难攻的官渡。四月，曹操以声东击西之计，于白马(今河
南滑县境)击斩袁将颜良，败袁军。袁绍初战失利，锐气受挫，
改分兵进击为结营紧逼。两军对垒于官渡，相持数月。其间



曹操因兵疲粮缺，一度欲回守许昌(今河南许昌东)。谋士荀?
认为，曹军以弱敌强，此时退兵必为所乘；反之，袁军轻敌，
内部不和，相持既久必将有变，正可出奇制胜。曹操纳其言，
派兵袭烧袁军粮车；又亲率精锐5000奔袭袁军乌巢(今河南
境)粮屯，全歼袁军，烧毁全部囤粮。消息传来，袁绍所部军
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敌7万余，袁
绍父子仅率800余骑北逃。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
基础，袁绍则从此一蹶不振。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
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