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会发言稿(大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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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读书会发言稿篇一

各位老师：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读书心得。

说来惭愧，自从师范毕业走上教学工作岗位后，我没有认认
真真研读过一本书，总是这本翻翻，那本看看，读书笔记也
是这里摘抄一段，那里誊写几句。更不要说写作了，写的字
数更是少的可怜。更可叹的是，自己天天教导学生要多读书，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名
言也是天天挂在嘴边，幸亏没有学生将我的军，如果有学生
问我你都看过什么书?你写的读书笔记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那可就太丢脸了。

自己就这样嘴上说说，却什么也没做。一天天得过且过。如
果没有加入墨海寻香读书会，可能就会这样生活下去!庆幸的
是我加入了读书会，看到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是那么热爱读
书，写出那么优秀的文章：最佩服韩起云老师写出那么多教
学随笔和读书心在有名的教育刊物上;陈晓爽老师是鹤壁经济
广播电台的特约撰稿人，还是北方当代文学期刊的特约校稿
了很多散文，诗歌，小说;白凤华老师的散文我每篇都看，写
的文字是那么清新自然，婉约柔美，没有深厚的文学功底是
写不出来的。



在读书会里，我一边跟读，一边欣赏着他们优秀的作品，慢
慢的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懒惰下去，我要努力，我也要做
一个称职的教师，于是，我给自己定下任务，会里共读一本
书一定要细细读，积极参加会里的研讨活动，认真完成读书
会里的作业。在此小小炫耀一下，自从加入读书会后，我已
经写了一万三千多字在滑州杏坛。用句网络语说其实我就是
只菜鸟，可对于我算是一大进步呢!

最后感谢读书会让我成长!祝愿我们墨海寻香读书会越来越出
色!

读书会发言稿篇二

各位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xx级知行文科试验班的。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作为大
二的leader代表在这里发言，与大家分享在大学生活中，我
对于阅读的思考和体会。 经历了一个学年的阅读过程，我渐
渐发现，读书的旅程，总会经历这样三个阶段：以心头的疑
问和好奇为开始，以开放的思考和交流为过程，以宽阔的视
野和心态为收获。在知行书院的睿德读书会，在这段即将开
启的阅读之旅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将与经典一同成长。 读
书的源起，总要追溯回我们心中对于这个世界，对于自身生
活的种种疑问。“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
一个“问”字，便成为我们潜入书海，追寻活水的最初动力。
我们带着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带着观察身边社会生活的
问题，乃至带着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问题，开启一段阅读
的旅程，叩开古代贤者与现代智者的大门。

在中国经典的研读中，我们追问着儒家与道家的矛盾与融合，
阅读先秦诸子在战乱时代的忧国之心和对社会治理的独特构
想，寻找古文书简中对于现代治理的阐释与启发；在西方经



典的阅读中，我们追问着希腊与罗马的兴盛与衰亡，品味柏
拉图与西塞罗的人生智慧和政治哲学，寻找海洋文明在历史
起点上的原初表达；在贝卡利亚的法律世界里，我们追问着
犯罪与刑罚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寻找“心中饱含正义，目
光游走在事实与法条之间”在今日法治社会的意义；在亚当
斯密的经济蓝图中，我们追问着分工、财富与道德的关系，
寻找政治经济体系里恒久不变的自由与正义。 在这些问题的
背后，是我们在这个涉世未深而又见识初成的年纪，对于自
我和外在环境的好奇与探求之心。所有的疑惑不一定都能够
在书中找到答案，但我们又深知，读书的意义并不在于那一
个确定的答案，而在于在这追问的过程之中，我们能遇见多
少不同的经典的阐述，能在多少矛盾与对立的观点中求得包
容与新知，能启发出多少创新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与追问。我
们因疑问和好奇而踏上阅读的旅程，不问终点何在，只求能
够在字里行间见识最美的风景。

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思考和交流的过程，我们深刻地思考
心中的“独立之精神”，开放地交流书中的“自由之思想”。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这是独自阅读时，
屏神凝思的安静与自在；“谈笑鸿儒，赌书泼茶”，这是共
同交流中，思想碰撞的趣味与欣喜。独立思考者，能够养成
细细品味、深思熟虑的阅读习惯，作为平等交流的基础；交
流互助者，则能接纳相同与相异的观点，激发更为深入的思
考探求。 思考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有深度的平静。在大一
的学习生活中，我曾困惑于每日课堂讲授的种种不同的乃至
矛盾的学术观点，也曾困惑于紧张忙碌生活的意义，直到有
一天在图书馆的自习室念书，在一个安静自在的环境中读到
古今作者面对矛盾处境的作为和他们生活的经历，读到“以
无生之心态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的
态度，读到一种阅读和思考带来的心境平和的快乐，从此自
己也立下了“横扫北航图书馆”的宏愿。 而交流，则能够给
我们的生活带来有广度的视野。在大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讨
中，我们面对着笛卡尔、斯宾诺莎、康德，这些伟大哲学家
的著作，本感不明觉厉，却能够在与老师、同学的探讨之中



抽丝剥茧，步步深入，明，然后觉厉。更有交流之中聆听同
学观点所带来的新鲜感悟，常常使人有惊叹之感；乃至批判
辩驳之中的对手，也在彼此推动着直到走向矛盾观点背后的
共通答案。 我们的睿德读书会作为leader计划的一个项目，
也正是为了给我们大一和大二的同学一个阅读经典，交流思
想的机会。独立的阅读和思考，能够使我们学会在古今中外
纷繁的观点之中形成一家之言，坚持自我的思想创见；与同
学的沟通，则能使我们在平等的氛围之中，发现观察问题的
不同角度，体会新鲜观点碰撞的快乐；与学长学姐的'互动，
可以带来与所承学业密切相关，与切身经历紧密相连的经验
与引导；与知行导师的交流，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
会，使经典阅读能够进行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之上，吸纳智慧、
启蒙思想。 读书的收获，对我来说，是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一
颗包容的心灵。鲁迅曾说，“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与我有关”。

而身处大学，在有限的时空之中，我们如何使自己的阅历远
达那远方的风景和远方之人的故事？读书，便是我们扩展视
野的方式之一。身在沙航这样一个美丽平静的校园，我们可
能难以想象千里之外、千年之前的世界和当时当地人们的生
活，但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到那里，带我们在我们所生活的土
地上，去看东北边陲呼兰河的风土人情，江南小镇的昆曲雅
音，陕北高原白鹿村的恩怨纠葛，闽南故事里的两岸乡愁；
带我们到大洋彼岸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去看千年帝国拜占庭
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歌德热恋的悲歌，与马赛曲神佑
般的创作。 阅读的启蒙在书籍的旅途中进行，于观点的差别
中感受不同作者的精神气质，于思想的启迪中察觉不同时代
和国度的观点和指引，于知识的土壤上识见人与人性的多样
与统一。我们会逐渐意识到不同情形之下人的观点、文化的
状态具有如此繁多的角度和种类，也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中
偏见的形成何其轻易。我们会逐渐发觉事物之间紧密相依的
性质，没有任何一个专业领域是孤立的存在，其生存与发展
必然需要更为广阔的联系网络和更为坚实的智力支持。 而开
阔视野所带来的，也必然是一颗更加包容的心灵。因为认识



了书籍之间的观点差异，因为见识了书里世界的幸福与悲哀，
我们更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众多不同的思想和态度，
在真正理解之前保持一种中正平和的眼光，去发掘价值、批
判补正。

因为不懂得，所以更愿意去阅读和了解；因为懂得，所以更
能有同情的体谅和宽容。每一本书都有着它核心的问题、成
书的背景和独特的思想，字里行间都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作者
与我们倾心而谈。有了这样一颗包容的心灵，我们在面对书
本、学习，乃至面对大学生活中的种种考验与历练时，都能
够更加从容和淡定，也因而能够更好地成长。 读书是一场走
向远方的旅行，通过阅读，我们走遍南北东西，走遍古今中
外，去识见世界上如此多样的风景，去感知、比较和辩驳，
去挖掘事物之间普遍而必然的联接，从更为高远的角度去探
寻事物发展的历程与背后的原因。在阅读的旅程中，也许不
会缺少困难，但一定足够踏实和真诚；也许写不进我们的简
历，但终将化进我们的心灵与性格。而我们的幸运所在，便
是今日在这里，能够有书院leader计划之下的睿德读书会，
能够有身边的同学和导师，陪伴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之中一同
起航，一同成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衷心地希望我
们都能够在日后的阅读之旅中，记得此刻，旅途伊始的这个
起点上，我们心中所有的思考与愿景。祝愿我们的老师，我
们的同学都能够在读书会，在leader计划之中度过一段美好
的时光，谢谢大家！

读书会发言稿篇三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在上学时是一片国学的荒漠，能够
了解到国学的只有历史课上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
的介绍，还有语文课中的只言片语，在书店里见不到任何典
籍，就是《三字经》也是工作以后才完整的读过，我想说的
是我的第一个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国学在哪个
年代已经走向了一个极端。



对于我们讨论的国学热，我首先想说的是热字，就字面来理
解本来无可非议，但这个字很容易让我和一个词联系起来，
运动，我觉得运动是一个政治刚性的产物，那么热应该是政
治柔性的产物，我想说的说国学热实际上应该由政府导向方
面结果，我们把国学从极寒带到了极热，这个过程让人匪夷
所思。

当然我还想说明一下我对政治和文化的认识，我想用一个比
喻来说明，文化是一个美丽至极的女子，政治就是一个有权
势的男人，当然男人多数都会对美女垂青，当两情相悦时，
就有了唐诗的空前繁荣，两个人有些别扭时也有例外，像魏
晋人物，让后人极为推崇，要是这男人对美女不感兴趣，那
就是民族的悲哀。

国学热在我理解就是现代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播热，热的原
因我认为有这样一个原因，清末以来，我们开始认识西方文
明，我们也开始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到五四时我们把
传统文化彻底打倒，后来的历史不需要我一一述说，可到了
改革开放时，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出现了道德缺失、信仰危
机，我认为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重拾传统文化，以期
望解决面临的问题。

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髓，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是民族
生命根源之所在。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滋
养、壮大起来的,因而我们民族的民族精神形态及其内涵是不
能离开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形成的主要
土壤和环境。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但其表现会受到各种社
会因素的影响。应当说,人们越有文化的自觉,民族精神就越
能充满而完整地得到发扬。国学热表明,与中国在世界崛起相
伴随,传统文化得到了重新审视的机遇，然而对传统文化的继
承和发扬，是需要一个过程，让现代人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热爱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吸收其精华，摈弃其糟粕，
以重塑我们民族的自信，但由于我们的急功近利做法让人感
到担忧，这让我感到了传统文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现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播热，在现实中凸显商业运营的痕迹，
有很多娱乐性的东西，这些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更让人
不能接受的是把传统文化教育搬到小学教育中，用古人的方
法抓现代教育，肆意加重孩子的负担，这显然违背了现代教
育的科学性，违背了事物的客观规律。想想有些可笑，传统
文化中有很多东西是不科学的、封建的，它是需要有一定文
化基础的人才能分辨的，让小学生按照古代的方式了解传统
文化，无异于文革年代的那句话，是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这些现象都折射出，我们民族现在弥漫的一种情绪---浮躁。

我个人认为我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关注传统文化，是我们
应该尽到的历史责任，但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对于其的
传承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短暂的热潮。具体到我们
个人，要从了解传统文化开始，吸取营养，不但提高个人的
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在现实纷繁复杂的社会为自己寻求一
个精神家园，在道德缺失、信仰危机的今天为自己煲一碗心
灵鸡汤。

其次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应该与自己的工作相联系，学以致
用，还是儒家那句经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读书会发言稿篇四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来为大家推选一本我反复读过的一本书——《小猪唏
哩呼噜和他的`弟弟》，这本书是我在去年读书日买的。这里
讲了猪爸爸在森林里捡了一只熊猫，开始猪家还不知道是一
只熊猫，以为是一只小狗，就这样养着，直到有一天，一只
大灰狼进了猪家，那只熊猫居然一下子就把狼扔了出去，熊
猫就在村里出了名，猴子掌柜听说一只猪把狼赶走了，他不
大相信，就开着车，亲自来看。



可是，猴子掌柜一看，哇！是一只熊猫！他赶紧给熊猫先生
让座，还邀请猪家一起去城里，到了城里，人人见了都要行
礼，这只叫小不点的熊猫一下子成了绅士，还被市长要请去
吃饭，住进了最高档的大饭店，饭店老板是一只猩猩，他让
女儿琪琪陪着唏哩呼噜和小不点儿一起去一百楼的空中游乐
园玩，在这段时间中，大猩猩去找了猪爸爸和猪妈妈，商量
让小不点儿做饭店的经理，在此期间，小不点儿可回家一次，
年薪一百二十万。

他们说考虑一下，大猩猩把100楼上了锁，小猪和小不点儿只
好爬消防梯逃了下了去，他们准备回家，半路上却又被市长
的人绑架了，小猪又用掉包计使大家解困，他们回了家。这
本书的故事曲折，一会儿使人心惊肉跳，一会儿使气愤前胸。
所以，我建议大家看这本书。

读书会发言稿篇五

xx市依托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
有序推进智慧教育建设，努力使之成为区域教育现代化
的'“内生变量”。

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将智慧教育作为区域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坚持政府牵头全市联动，科学规划先行先试，率先提出
“标准先行、按规介入”，制定《xx智慧校园建设标准》《xx市
中小学网络建设标准》等。

二是创新运管机制。探索市场运营模式，在满足教育公益化
的前提下，推出“甬上云淘”智慧教育品牌，市民可自行购
买特色课程和个性化服务，目前已有83家企业、机构入驻，
拥有优质资源5000多件，成交量突破1.5万笔；建立并深化政
府合作推进、常态运营维护等5大保障体系；创新数据共享机
制，打通省、市两级教育基础数据库，建成xx市教育资源与
数据中心，收录全市学校、师生的数据信息。与公安等部门
建成“教育地理信息系统”，以地图形式直观显示学区地域



分界等信息，有效服务科学决策。

三是强化应用实践。以智慧校园建设为抓手，分批建设智慧
教育试点学校，近百位名师在“甬上云校”授课答疑，令学
习方式更加智慧便捷；教育模式实现融合创新，学校管理走
向科学高效，依托大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等关键技术，为学
校行政管理、课程建设和学生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xx还将重点在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助学能力、管理能力上下
功夫，加速推动区域教育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