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诸葛亮演讲稿(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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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
的演讲稿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诸葛亮演讲稿篇一

诸葛孔明，一个被称为聪慧似妖的古人，他为我们带来了太
多太多。

他本为深山茅屋中以种田为为的平民，却有自信自比管仲、
乐毅。说：“我与他们一样强”!虽然得不到人们赞同却从不
自我否定。

这是自大吗?不，事实证明，他拥有非同常人的本领。

他未茅庐却知晓天下大局。简陋的房屋前便为刘备铺好兴国
之前路。然后一句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让刘备重燃动
力。

上天不仅给了他才华，还给了忠义。他一生心一意为刘备做
事。自刘备三顾茅庐将他感动后，便发誓要辅佐刘备兴复汉
室。

他一生努力只为刘备，从未起不轨之心。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好军师。

打仗没有武器，他便巧借草人，在船舱喝茶之时便取得数十
万箭支。未伤一兵一卒且将敌人气了个半死。



他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一人独坐城头，看似悠闲自得的弹着
琴曲，让敌手误以为城内戒备森严而撤退。可事实上城内只
有诸葛亮一人，一次完美的空城计便从中诞生。

或许上天是公平的，他在给予一个人才华的同时也会掠夺掉
那个人什么，而诸葛亮失去的，应该是清闲。他上半生自家
种田，苦叹无人赏识，而下半生遇到刘备，却因报答他赏识
之心过度操劳，并未有多少快乐。

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停留了短短几十年，又匆匆离去了。像一
颗流星划过天际，只留给人们美好的回忆。不过，这就够了。
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计谋，体验到了忠义的深度。并且为这
一非人之人而惊叹，以他为目标努力。诸葛亮，一首乐曲中
的音符，一曲伟大的赞歌。

诸葛亮演讲稿篇二

在中国历史中，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位风流人物，他才智多谋，
聪明过人，常常身披鹤氅，手执羽扇，用自信赢得一场又一
场的战争。他在罗贯中的笔下，犹如天仙再世，能料事如神，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人心所想，明世间愁苦。他——就
是诸葛孔明，诸葛亮。

伯乐识千里马，刘备识诸葛亮，高山有流水陪伴，蜀国有诸
葛亮相随。“三顾茅庐”这是历代耳闻不知多少遍的故事，
显明了诸葛亮的才华出众，智慧过人。诸葛亮辅佐刘备、刘
禅，在血雨腥风中立下汗马功劳!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一件，
也是让我走近诸葛亮的一件事。

这是关于才智的，“三气周瑜”中的一计“草船借箭”。周
瑜想杀诸葛亮，便要求诸葛亮十日之内造出十万支箭，这对
古人来说，是极其困难且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诸葛亮
却只提出要三日，并立下军令状，用命担保。周瑜不相信，
命人跟与诸葛亮，观察诸葛亮去如何“造”箭。但第一天过



去了，诸葛亮照样是琴棋书画样样来;第二日过去了，诸葛亮
还是无动于衷，与他人风说风笑，第三日傍晚，在周瑜认为
自己必胜之时，诸葛亮行动了，他通过晚上的风向，云雾来
迷惑曹操，使曹操因担忧安危而射箭，诸葛亮利用这点，用
草人接箭，智获十万支箭并交于周瑜，令周瑜都不得不佩服
他。也令我十分佩服。

除了这事例，还有许多的事例，都足以让我们了解诸葛亮的
为人与智谋，例如“赤壁之战”，典型的以少胜多，如“空
城计”，用幻象迷惑敌人等等。也正是这些，让我们走近了
诸葛亮。

但终究让人可惜的，是他最终还是败了，多年的鞍马劳顿，
以致积劳成疾、带着遗憾离开世界。蜀国灭亡，似乎命中注
定，天意如此，无法违背。也只能说一切都是刘禅无能、昏
庸，使一切努力付之东流，让人心痛!

走近诸葛亮，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乐事，正是这名英雄所在，
让我们感叹古今……

巨星有损，英名犹在的——诸葛亮!

诸葛亮演讲稿篇三

看《三国演义》时，我对一个人物记忆犹新，一个具有强烈
传奇色彩的人物——诸葛亮。

诸葛亮之所以在我心目中占有这么大的位置，是因为他是位
足智多谋的天才军事家。

“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七擒孟获”和“空城
计”等，充分显示出他的大智大勇。



他知己知彼，用兵大胆果断，善于发现敌将的弱点，攻其不
备。

他根据自然现象，巧用大雾天，“草船借箭”是其成功的范
例。

他利用司马懿的多疑，巧施“空城计”，吓退了追赶蜀兵的
魏军。

这个上通晓天文，下熟知地理的的智者，把他智慧的结晶化
作一场场精彩的智斗，和他那把常拿在手中轻摇的羽毛扇一
起深深刻进每个人的脑海中。

他本是个平民，深居简出，清高脱俗，淡泊名利，才留下
了“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这烩炙人口的千古
名句;诸葛亮追随刘备二十多年，一方面是感恩图报，另一方
面也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他效忠刘备时，刘备的地位尚未巩固。

他竭忠尽智，终于使蜀汉地位渐趋安定;他有政治远见，能对
复杂的形势进行分析并从中找出规律，定出方针。

虽然他不是一员猛将，不会跨在战马背上挥刀浴血杀敌，但
他在蜀国有着不可一世的地位，不只因为他的才智，还有他
的高尚品德。

他受了知遇，一生尽忠，是忠臣的典型。

人们今天肯定诸葛亮，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军事家，对于他的“忠”，我们应当赋予新的内容。

诸葛亮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

他为了使农民更方便地灌溉农田，发明了脚踏水车。



为了解决军粮运输的困难，发明了“木牛流马”。

据说木牛流马的肚子装粮草，把舌头一扭就会走动或停止。

诸葛亮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

他“身在茅庐”以知“三分天下”，使刘备能有安身之处。

他的“联吴攻魏”的策略，使蜀兵节节胜利。

他采取“抚民生息”的方针，让蜀国一步步走向强盛。

这就是我眼中的诸葛亮——不披铠甲的英雄。

谢谢大家!

诸葛亮，公元181年诞生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在公
元234年再次北伐中病故于五丈原。

字孔明，号卧龙，被后人称为智圣。

我想对诸葛亮说：“一说起您，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您是智慧的化身，在我们严重的您，通天文，晓地理，神机
妙算，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您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

千百年您以成为智慧的化身，您的传奇性故事也为世人传诵。

不仅如此，您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
一句，而是观其大略，还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

通过潜心钻研，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



您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而且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
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

我还想对诸葛亮说：“在草船借箭中，周瑜看到您才华横溢，
处处胜过他自己，便心生歹念想害死您。

他以军中缺箭为由，令您三天造好十万支箭。

您满口答应，并立下了军令状。

周瑜暗自高兴，满以为这下可以除掉您了。

而博学多才的您，利用您那渊博的知识，夜观星象，乘着大
雾，去曹营“借”了十万多支箭回来复命，使周瑜的阴谋未
能得逞。”

我又想对诸葛亮说：“自刘备三顾茅庐，请您出山，并封您
为丞相，您便全力辅佐刘备，先联合孙权，在赤壁打败了曹
操，又夺取了荆州、益州，建立了政权。

公元223年刘备去世，您全力辅佐无能的刘禅，积极实行法治，
赏罚分明。

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为官，推广屯田，鼓励发展农业，安
定人民生活。

在军事上，您连吴抗魏，严格训练军队，五次率军攻魏。

您自己生活俭朴，虽身居相位，但家无余财，唯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顷”，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蜀汉政权。”

仅仅这些，就足以说明，您是一个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忠
实的人。

最后，我真得很想对你说：“我以后也要像您一样，做一个



聪明、忠实的人。

所以，从现在起，我要努力学习，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诸葛亮为了蜀国鞠躬尽瘁，仅仅是因为刘备对你的尊重和他
那三天的苦苦等待。

为了辅佐刘备，诸葛亮将自己的智谋才华都奉献给了他……

千古以来，诸葛亮深受人们的`爱戴，身上有着无数美丽的光
环。

“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毫无疑问，这是对诸葛亮才
华的侧面概括。

集超人智慧与谋略于一身的诸葛亮，被善于招揽人才的刘备
重用，蜀国在诸葛亮的全力以赴下，终成就了大业。

我喜欢诸葛亮遇事镇定自若，深谋远虑。

在“空城计”中，智慧的他毫不畏惧司马懿的逼迫，从容布
置，从而使对方退兵，西城得以转危为安。

我喜欢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料事如神。

在“草船借箭”中，妒贤嫉能的周瑜设计陷害诸葛亮，而诸
葛亮将计就计，趁大雾天扎草人攻打曹营，从而借来十万支
箭，为赤壁之战准备了足够的箭支，也保全了自己。

我还喜欢诸葛亮的智勇超群与忠贞不渝。

成为蜀汉南方的屏障……这些世人耳熟能详的故事无不闪耀
着诸葛亮知识与智慧的光芒。

我喜欢诸葛亮一生淡泊名利、志存高远的品质。



他是一个“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人。

他的一片丹心以求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

因为受到刘备三顾茅庐之恩，诸葛亮只求安心生活，“苟全
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因为受到刘备三顾茅庐之
恩，白帝城托孤之重任，为了汉室之兴竭忠尽智，至死不渝，
他是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为了江山社稷，忠贞不二，呕心沥血，直到临死之前，还
念念不忘江山社稷大业，为的就是报先帝的知遇之恩，实在
可歌可泣!

诸葛亮，灵与肉虽然已经化作清风明月，但他的精神品质却
在历史的天幕上镶嵌起耀眼的恒星，为世人永远展现出他那
圣洁的光辉!

谢谢大家!

诸葛亮演讲稿篇四

三国争霸，群雄并起，长板桥七进七出的赵云，霸气无双的
武圣关羽，粗中有细的张飞，一代枭雄曹操，这些一个个生
动形象的人物都是家喻户晓的。但与其相比，我更加喜欢智
绝天下的诸葛亮，现在就让我们走近他得生活吧!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座右铭，仅仅为
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颠沛流离，为刘备的江山社稷呕
心沥血，当然，他并不是廉价的，天文地理，无所不通，这
是诸葛亮给予每个人的心理暗示，一个诸葛亮，让一个默默
无名的刘备成为天下霸主之一，这足以体现其价值。

周恩来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事实上，他完成了这个



宏伟的志愿，他成了每个中国人心中最崇高的敬仰。这与诸
葛亮一生恪守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谋而合。在刘备
呗曹操打得落花流水时，诸葛亮没有离开他，在刘备七十万
大军毁于一旦是，数十年基业受到重创时，诸葛亮也没有选
择离开。即使刘备身故，他依然忠心耿耿为刘禅奋不顾身，
亲自镇守边疆。诸葛亮是个忠义的人。

“七擒孟获”“空城计”无一不是旷世妙计，但它们皆是出
自于一人之手——诸葛亮。诸葛亮是个通晓人心的人，他懂
得人的心理，这无疑是他最可怕之处。他知道孟获为人狡诈，
所以欲擒故纵，知道司马懿多疑，所以空城恐吓：知道蔡瑁
张允久经水战，故草船借箭，这一切说明了诸葛亮最大的长
处—识破人心。

南阳高卧隐人龙，出处躬耕萃野同。讨贼祁山声大义，于今
史册播丹忠。

诸葛亮——一个智绝天下、忠肝义胆、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诸葛亮演讲稿篇五

刘备死后，诸葛亮回到成都，扶刘禅即位，从此朝中大大小
小的事，都由他来管。诸葛亮兢兢业业，一心想使蜀汉兴盛
起来，可偏偏在这时候，南中有几个人闹起来。诸葛亮与各
大臣商量。有一位大臣建议："丞相应该派各大将领出征，带
上十万兵马，必定平扫南中！"

诸葛亮摇了摇头："南中闹得最凶的，便是孟获了，孟获在当
地是酋长，又英勇善战，深得老百姓的爱戴，我定要亲自出
征！"

那人却很奇怪："让各大将领带兵去攻克南中，不必让丞相亲
自出马，岂不更好？"



诸葛亮摇了摇扇子，又摇了摇头，意味深长地说："你不
懂。"

诸葛亮有一个深交多年的好朋友叫马谡，他送诸葛亮出城，
已送呀，就是几十里！

分别时，诸葛亮握着马谡的手，深情地说："你我已经交往不
知道多少年日了，今日我们在此分别，你有什么好主意就请
告诉我吧！"

马谡也握着诸葛亮的手："南中仗着离都城远，地势有险，早
就不服管了，若我们用武力使他们屈服的话，来日他们必定
还要再反！若是我们想要他们完全诚服于我们，必须使他们
的思想上诚服于我们。"

诸葛亮听了，连连点头："我一定会照办的！"

诸葛亮坐在营帐中，与各位将领商讨明日的攻城之事。

"丞相，明日请让属下带领大军，去攻打城门！属下一定带着
孟获的首级来见丞相！"一位将军启奏。

诸葛亮摇了摇头，说："不用了，我会亲自带大军出征！"

"怎么，丞相不相信属下的能力？我愿立下军令状，若带不回
孟获的首级，当场自刎！"

诸葛亮又摇了摇头："我不是不相信你，我都说过多少遍了，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孟获的首级，是南中百姓的"心"!你杀了
孟获又有什么用！他们只是怕我们，不是服我们！这样又有
什么意义！如果是这样，则不如不打！"

"丞相果然不是凡人，属下懂了！"

"明日之战，只许活捉孟获，不许上他一根汗毛！"诸葛亮命



令道。"大军好好休息，明日之战，必活捉孟获！"

还好诸葛亮有一肚子的计谋！第2天，他命令全军："待战时，
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跟孟获他们直接交战，少伤人为好。另
一路，则埋伏在半路，待一路大军与孟获他们交战一会，便
假装打不过，退下，到半路时，两大军合体，必能活捉孟获！
"

"丞相英明！"众将喊道。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孟获年少轻狂，看着诸葛亮的大军假
装退去，在军营中哈哈大笑："我看他们的军队也没什么厉害，
众将别怕！冲啊！"

结果，孟获被活捉了去。

"报！丞相，孟获已擒来。"

"让他过来！"诸葛亮欣喜若狂。

孟获来到营帐，怒视着诸葛亮。

"来人！快来给将军松绑！"诸葛亮命令道。

"你已被我军拿下，只要你降与我蜀汉，我不会拿你怎么
样！"诸葛亮劝道。

"哼！我输给你是一时大意，这怎么能叫人心服！"

诸葛亮摇摇扇子，说："这你不服没事，我们有能力抓住你，
便有能力叫你心服！备马，我带将军参观参观。"

诸葛亮陪孟获在军营里四处参观了几圈，问孟获："蜀汉的军
营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今天承蒙丞相关照，让我见识见识
了蜀军的军营，我看也不过如此！打败你们也没有那么难！"
孟获轻蔑地说。

"好，我就放了你，你去重整军队，再向我军挑战！"诸葛亮
挥挥手："放了他！谁也不许阻拦！"

孟获回到自己的营帐，命令众将："将所有士兵集中在一起，
我一定要打败蜀军！"

孟获本是有勇无谋的人，这次还是乖乖被活捉了去！

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怎么样，还服不服？"

"哼！你让我再回去准备一下，我一定能胜你！"孟获还是不
服气，于是诸葛亮又放了他。

就这样一捉一放，一捉一放，整整捉了七次！第七次，诸葛
亮问："还服不服气？不服气你再打？"

孟获却握着他的手："丞相七擒七纵，对我也是仁至义尽，孟
获怎能不服？"

诸葛亮大喜："将军果然是明白人！"

孟获回去以后，去了各部落，劝他们都降于蜀汉，南中就这
样被平定下来了，诸葛亮也顺利得到了他们的"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