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
闻类(实用5篇)

使用正确的写作思路书写演讲稿会更加事半功倍。在日常生
活和工作中，能够利用到演讲稿的场合越来越多。演讲稿对
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闻类篇一

让国宝传情，欢迎收看《国宝会说话》，我是主持人刘熙烨。

曾侯乙原钟的复制件上，带领着外国驻华大使敲响它的时候，
我多么想跟它说说话，我想告诉它，我看到了外交官眼里的
震撼和惊叹，我想告诉它，我是多么地骄傲呀。

和我-起敲响编钟的是谭军老师，就是他让古老的编钟焕

发出了年轻的声音。曾侯乙编钟在出土的时候钟体保存完好，
但是所有的钟槌都已经腐烂了，所以他开始在钟槌。上下功
夫。不停的试不停的改，有的时候甚至会用上“肉槌”，就
是用手去拍打这个钟体，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美妙的声音。这
些全都是和谭老师朝夕相处的伙伴，当谭老师小心翼翼地交
给我的时候，再三地叮嘱我说：“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呀。”
这里边有二十多年前在曾侯乙编钟原件。上演奏过的槌子，
我来带大家稍微的感受一下。木质的.钟槌在编钟上发出的声
音可以圆润而饱满，可如果换成橡胶的钟槌，它可以让编钟
的声音更加的醇厚绵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状，谭老师
已经研究出了五十多种钟槌。这些钟槌让曾侯乙编钟不再是
博物馆里面那个冰冷的青铜器，它让我们看到了国之重器的
响器之魂。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听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声音。这
就是我们当代人发出的年轻声音。



谢谢大家。

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闻类篇二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我是主持人张楚雪。

提到“一带一路”，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还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没错，“一带一路"很大，
大到涉及上百个国家和数以亿计的资金。但“一带一路”也
可以很小，小到关乎一个男孩，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他的故
事。

视频里的这个柬埔寨孩子叫沙利，因为能用十多种语言来叫
卖旅游纪念品，他成了“网红”。20xx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
柬埔寨，我就发现当地能用多种语言来叫卖的孩子很多，而
他们大多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和不合脚的旧拖鞋。有的孩子
怕卖货的时候把鞋子跑坏了，于是就光着脚抱着鞋冲到游客
身边。看到金发碧眼的游客，他们赶紧推销推：“请买一些
纪念品吧，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包。”看到能说粵语的也能马
上切换：“靓仔，快点来买啊。”但是无论说什么，他们都
会加上一句：“我们需要赚钱，养家。”八年的小小卖货郎
生涯，让沙利学会了十多种语言，但为了生意，他常常顾不
上吃饭，这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很明显的痕迹：身高一米四，
体重只有四十多斤的他，看起来很像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对吧？
但实际上他已经15岁了。而如今，这个少年终于可以放下身
上沉重的担子了。今年（20xx）五月，在“一带一路”公益基
金项目的资助下，沙利获得了免费来华求学的机会。过去只
会说中文的他现在可以踏踏实实地坐在课堂上，和来自全球
各地的同学们一块学着写中文。而关于未来，沙利梦想着当
企业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帮助别人是沙利想做的，也是中国正在
做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柬埔寨修建了更快的铁路，
获得了更多的投资。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沙利”走进了课



堂。读书的孩子多了，卖货的孩子少了。小到关乎一个男孩的
“一带一路”正切实地赢得信赖，惠及世界，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这或许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初衷。

感谢收看《今日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闻类篇三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话说长三角》，我是主持人高嵩。

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个迟到了22年的诺言。位于江苏的
周庄古镇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各位可能都去过。古镇往东
跨过一条河，就到了上海青浦的金泽，两地呢，常年是摆渡
来回，而连接两岸的渡船也促成了不少上海和江苏的跨省联
姻，村民张泉勇就是其中之一。22年前，他把妻子从周庄迎
娶过岸的时候，曾经许下了一个诺言，他说：“你嫁给我吧，
听说这儿很快就要造桥了，有了桥就什么都方便了。”转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村子里的路一修再修，桥却一直没有架起
来。老张每次和妻子回娘家还是得坐渡船，而且一般不敢留
下来吃晚饭，因为天一黑船就得停，绕路回来得多花四十分
钟。每天晚上的五点半是最后一班船出发的时间，但通常都
会再等一等。有不少村民在对岸的周庄上班，他们都得搭最
后一班船回家。听村子里的人说，这个渡口已经运行了超过
百年，除了晚上船不能开，遇到台风大雾天还得停航，造桥
几乎就成了所有村民的梦想。直到去年，长三角一体化_上升
为国家战略，交通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保障，而第一件事就是
要打通省界断头路。借着这股东风，在去年（20xx）八月，两
岸的造桥工程终于启动了。今年（20xx）三月两岸合龙，步行
的通道已经开放。终于，村民去对岸。上班，不用再担心天
黑了回不了家。如果要过河去走个亲戚，也可以踏踏实实地
留下来吃顿晚饭。而那个迟到了22年的诺言，真的实现了。

当见证时代变迁的渡口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一座新桥不
仅让老张的诺言实现，也让两岸百姓的生活更加紧密的相连。



当然，撤渡架桥只是第一步，未来我们期待长三角一体化，
能让三省一市的更多地方架起一座座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桥，
让更多的蓝图变为通途。而作为一个主持人，我也会继续奔
走在长三角的土地上，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座通往观众
的桥。而这要从讲好每一个长三角故事开始，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话说长三角》。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的《挑战不可能》，我是小齐。

本期的主人公，和大家一样都是万千追梦人当中最普通的一
员，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所以我们-起来认识一下，了不起的齐岱泽。

这个小男孩对于主持人这个职业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做
法官的母亲，那时候每次吃完饭，都要看的一档节目叫《今
日说法》，以及那时屏幕里的那位主持人。而当这个小朋友
说，我也想成为电视里的那个人时，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
次不可能。父母和朋友都对他说，以你。的能力，你不可能
做到的，它太难了。那直到成功的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
音主持艺术专业，他才开始有能力去丈量自己与舞台之间的
距离。直到大三，终于有机会录节目了，那这个机会叫《开
讲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去更多地获得实践的机
会，但是第二个不可能，从屏幕对面的观众席传了过来。每
一条观众们非常严格的评价，都让他考虑自己要不要去放弃。
但他又转念一想，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既然没有人支持，
那就创造出支持自己的人。那在接下来，他不断去实践，终
于开始有一个人，一群人，去肯定，去期待他。而在今天，
他带着一个的不可能来到这个舞台，这个不可能就是一直伴
随着他的不自信。那直到刚刚，他来到舞台中央，和小撒老
师并肩而立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最后一次录制《开
讲啦》的时候，无数次在幻想，自己何时能够和他同台相遇。
他突然感觉自己站在这里，距离自己梦想的距离又近了那么
一点点。当然，追逐梦想的脚步还在继续。但是这-次的不可
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去挑战。他只需要准备好话筒，



面对着所有注视他的观众，一字--句地说出：大家好，我是
主持人齐岱泽。

谢谢。

欢迎收看《瞬间故事》，从瞬间看人间，我是今天的讲述人
周瑜。

20xx年8月，甘肃舟曲突发泥石流，--夜之间，小半个县城被
冲没了。我去现场报道，两天之后我精疲力竭，随身带的方
便食品也吃完了。去买，第一家小卖店连水都卖光了，能喝
的只剩下啤酒。第二家，卷帘门已经拉了下来，好不容易敲
开了，-看柜台都空了。我正准备走，柜台里的大姐突然用浓
重的甘肃口音问：姑娘，哪来的？我顺手指了指袖子上的台
标：上海过来的。大姐突然显得有点急，说：“你等等
啊。”然后就转身进屋了，再出来时拿着-个塑料袋往我手里
塞，说：“谢谢你们从那么远过来报道我们，家里也没多少
吃的，拿着。”那个有点旧了的塑料袋里，装着三张这么大，
这么厚的饼，很干很硬，真的不能说是好吃，可是那个口感
我一直记着。我只是做我的本职工作，却让一个身处不幸的
陌生人充满了感激，这份工作我得对得起它。我真的希望当
年的大姐能看见今天的节目，告诉她：当你给我饼的那个瞬
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明白了，新闻不只客观的数据和
事实，那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有温度在努力生活的人，关注
他们的境遇是我的职责。

一个又一个人的命运，也确实因为我们的持续关注发生了改
变。20xx年，上海的朱阿婆捡回一个弃婴，小军龙-天天长大，
可是因为没有户口，上学都难。我们新闻人一直在持续的发
问，制度有没有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一个合理的安排？直
到20xx年，户籍制度迎来了改变。20xx年，小军龙的户口和
收养关系办下来了。去年他上大学了，18年的故事终于完满
告一段落。我自豪，几代新闻人记录的故事里，也有我用力
写下的几笔。现在我的工作每天晚上都要进行一场新闻直播



访谈。面对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他们心里的荣耀、幸福、
压力、委屈，碰到坎儿，遇到阻力是常有的事。现在我还时
常会想起大姐递给我饼的那个瞬间，告诉自己再试一-次再多
想一个办法，因为我们的坚持和关注，也许就是下一个故事
温暖的开始。

谢谢。

让国宝来传情，欢迎收看《国宝会说话》，我是主持人刘熙
烨。

如果编钟会说话，或许它会对着现代钢琴说：“瞧，我能奏
出你身。上所有黑白键盘的音符，可我却比你大了两千多岁
呢，而且我在一个钟体上还能够发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声音。
”你听，正鼓音，侧鼓音。沉睡了两千四百年的曾侯乙编钟，
从擂鼓墩的泥土当中苏醒之后，以它恢宏的气势，丰富的乐
律铭文，一钟双音的非凡效果，惊艳了世界。在很多次重要
的历史场合，发出了它铿锵有力的中国之声。而我，有机会
在曾侯乙原钟的复制件上，带领着外国驻华大使敲响它的时
候，我多么想跟它说说话，我想告诉它，我看到了外交官眼
里的震撼和惊叹，我想告诉它，我是多么地骄傲呀。

和我-起敲响编钟的是谭军老师，就是他让古老的编钟焕发出
了年轻的声音。曾侯乙编钟在出土的时候钟体保存完好，但
是所有的钟槌都已经腐烂了，所以他开始在钟槌。上下功夫。
不停的试不停的改，有的时候甚至会用上“肉槌”，就是用
手去拍打这个钟体，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美妙的声音。这些全
都是和谭老师朝夕相处的伙伴，当谭老师小心翼翼地交给我
的时候，再三地叮嘱我说：“这可都是我的宝贝呀。”这里
边有二十多年前在曾侯乙编钟原件。上演奏过的槌子，我来
带大家稍微的感受一下。木质的钟槌在编钟上发出的声音可
以圆润而饱满，可如果换成橡胶的钟槌，它可以让编钟的声
音更加的醇厚绵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形状，谭老师已经
研究出了五十多种钟槌。这些钟槌让曾侯乙编钟不再是博物



馆里面那个冰冷的青铜器，它让我们看到了国之重器的响器
之魂。我想带大家来听一听古老而年轻的中国声音。这就是
我们当代人发出的年轻声音。

谢谢大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关注》，我是主持人张楚雪。

提到“一带-路”，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国际经济合作走
廊”，还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没错，“一带一路"很大，
大到涉及上百个国家和数以亿计的资金。但“一带一路”也
可以很小，小到关乎一个男孩，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他的故
事。

视频里的这个柬埔寨孩子叫沙利，因为能用十多种语言来叫
卖旅游纪念品，他成了“网红”。20xx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到
柬埔寨，我就发现当地能用多种语言来叫卖的孩子很多，而
他们大多都穿着破旧的衣服，和不合脚的旧拖鞋。有的孩子
怕卖货的时候把鞋子跑坏了，于是就光着脚抱着鞋冲到游客
身边。看到金发碧眼的游客，他们赶紧推销推：“请买一些
纪念品吧，我们有很多漂亮的包。”看到能说粵语的也能马
上切换：“靓仔，快点来买啊。”但是无论说什么，他们都
会加上一句：“我们需要赚钱，养家。”八年的小小卖货郎
生涯，让沙利学会了十多种语言，但为了生意，他常常顾不
上吃饭，这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很明显的痕迹：身高一米四，
体重只有四十多斤的他，看起来很像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对吧？
但实际上他已经15岁了。而如今，这个少年终于可以放下身
上沉重的担子了。今年（20xx）五月，在“一带一路”公益基
金项目的资助下，沙利获得了免费来华求学的机会。过去只
会说中文的他现在可以踏踏实实地坐在课堂上，和来自全球
各地的同学们一块学着写中文。而关于未来，沙利梦想着当
企业家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帮助别人是沙利想做的，也是中国正在



做的。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柬埔寨修建了更快的铁路，
获得了更多的投资。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沙利”走进了课
堂。读书的孩子多了，卖货的孩子少了。小到关乎一个男孩的
“一带一路”正切实地赢得信赖，惠及世界，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这或许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初衷。

感谢收看《今日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匠心传承》，我是
主持人孔皓。

我手里的这把扇子是中国戏曲舞台上最常用的一个道具。那
它的主人是谁呢？照片上的人是豫剧大师常香玉先生的弟子，
被誉为“中原第一小生”的王希玲，在生活里我也叫她姥姥。
这把扇子就是她在豫剧《风流才子》中饰演唐伯虎时的重要
道具。它在台上的每一次翻转开合都是姥姥“不疯魔不成
活”的匠心写照。

三十年前，《风流才子》第一次和观众们见面，为了展现唐
伯虎诗、书、画三绝的才子形象，排完戏回家的姥姥在饭桌
上还忍不住用筷子蘸着菜汤写写画画。三十年过后的今天，
七十五岁高龄、装着人工膝盖的姥姥仍然坚持着踩上三寸的
厚底靴被人搀扶到台侧，可当鼓点响起的瞬间，她就像变了
个人似的，在台上走得步步生风。这种忘我的精神也让我明
白，原来匠心就是在重复的岁月里对得起每一寸光阴。

姥姥的匠心就像这扇面上的画一样，一经亮相那就是“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把扇子在二十年前就曾
跟着姥姥把豫剧带出了国门，一位外国观众演出结束后深情
地握着姥姥的手，他说：“这出戏精彩得我看两遍都觉得不
够。”您看，二十年前我们对于文化自信或许还没有很明晰
的认知，但在那一刻，我们也真切地感到了在新时代构筑文
化高地的可能。



20xx年我去了美国留学，姥姥郑重地把这扇子交到了我的手
里，她说：“都说戏比天大，但这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坚守，
咱家这根弦到了你这儿可不能断啊。”我知道，这把扇子背
后，姥姥教给我的不仅是从初心到匠心的坚守，也是从传承
到传播的重担。只身在海外的日子，这把扇子将陪我一同度
过。不论是站在这个舞台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都要
把血脉里的文化讲给你听。感谢您收看本期《匠心传承》，
我是主持人孔皓，我们下期再见。

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闻类篇四

加油向未来，科学一起猜！大家好，我是芝麻！

首先进入第一道实验猜想题，打哈欠会传染吗？正确答案：
会。热身结束，正式答题。打哈欠会传染是因为：a，身边的人
打哈欠导致我大脑缺氧；b，这是基因遗传；c，这是一种语言表
达方式。正确答案是，c。原始社会，人还不会说话，但需要经
常搬家，老人孩子走累了怎么办？这样一个夸张的面部动作，
信息传达就非常准确。

下面进入线索抢答题，请根据我提供的三条线索，猜出我说
的是哪个成语。线索一，大脑的松果体会分泌褪黑素，阳光
会刺激褪黑素的分泌。线索二，凌晨五点大脑完成前一天信
息的编码工作，这个时候记忆力。线索三，在古代“闻”这
个字既可以表现听觉也可以表示嗅觉。猜出来了吗？答案就是
“闻鸡起舞”。怎么样？成语里也有身边的科学。

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内容团队，今天的第一题来自十四年前。
我和摄影师、导演一起，在北京的末班地铁上对着一个个下
晚班上夜班的朋友一遍遍地打哈欠积累下了素材。第二题，
我尝试从科学的维度解读成语，每道题我都经过了几个小时
的创作和几十遍的打磨。第三题其实是这些年我走进了全国



六百多所小学，在六百个操场上和孩子们一起玩过了六百遍
的科学实验，这个实验也让他们对身边的科学产生了兴趣。
每道题都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次奋斗的经历，它们也指引我
为了梦想，向着未来，加油。谢谢大家！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人物》，我是主持人白影。

我采访过不少优秀的工匠和企业家，但最打动我的却是一
个“笨小孩”。他叫蒋应成，二十一岁，代表中国参加了世
界技能大赛的汽车喷漆项目。说到这个项目，听上去简单，
可全中国有这门手艺的不到五千人。比赛现场，当他放下手
中的喷枪，身边的翻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看着他说：“应
成，太不容易了。”操作当中，薄薄的车漆至少分为十几层，
每一层都用不同的材料喷涂，而能够允许的误差是0.01毫米，
相当于六分之一根头发丝，呼吸重一点都会影响结果。“倒
计时三二一”。喷漆误差0.01毫米以内，喷漆色差为零，蒋
应成几乎完美地完成了。他战胜了二十多个国家的选手一举
夺冠。

夺冠之后，应成的第一个电话从阿联酋打回了云南老家。从
小没了父母，是爷爷奶奶种田养猪把他拉扯长大的，爷爷离
世之前对他说：“应成，我们可以白手起家，但不能手无寸
铁。”那之后的一千八百多个日夜，他像一个苦行僧一样把
自己关进了车间，每天伴着晨曦走进去，再披星戴月地出来。
训练最苦的日子里，他创作了这幅《星空图》。我想，如果
说命运给过这个少年哪一样好东西，那就是梦想。当应成登
上自己梦想中的领奖台，中国的五星红旗是因为他在世界舞
台上冉冉升起。蒋应成用奋斗的青春诠释了自己的生命，我
们的采访结束他起身离开戴上了耳机，我问“在听什么
呢？”他说：“《笨小孩》。”对，就是那首歌。

曾经也是一个“笨小孩”。十二三岁的时候背起了行囊，从
湘西的大山深处走出来，追寻我的梦想，今天，我想卸下一
切包袱，怀抱一颗初心，登上这个新时代的舞台。为梦一战，



为梦发声！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欢迎来到首届《谢谢您了》颁
奖典礼的现场，我是主持人沙海波。

颁奖典礼这种形式在你我的生活中都不陌生，但今天这一场
一定是与众不同，却让您感觉到无比熟悉。

首先为您颁发的第一个奖项是最“自以为是”奖。获奖者，
我妈。如果说爱情让人变得盲目，那亲情能让人完全失去理
智，我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小土豆”，在我妈眼里那就是
完美无缺的“金疙瘩”。吃饭吃多了——强壮。吃少了——
健康。谈恋爱了——抢手。分手了——我就说她配不上咱吧。
“妈，人家先提出来的。”“那你总得允许人家知难而退嘛。
”得。我这回参加主持人大赛我妈更是信心满满，说：“去
吧，我儿子天生就是主持人的材料，你看这五官长的，跟撒
贝宁长的一模一样。”像吗？各位。

沙海波：五官哪像？数量嘛？我这回幸亏参加主持人大赛，
我要参加表演比赛，我妈敢说我长得像古力娜扎。但我妈说
了：“行了，就你那样，我不夸你谁夸你？吃饭去吧。”老
妈，谢谢您了。

要为您颁发的第二个奖项是最“怼人不倦”奖，获奖者姚璐，
我的大学老师。如果说我这老师对其他学生是耐心、责任心，
对我那简直就是献爱心了。即使我几度崩溃绝望，她也从未
放弃怼我。每次我惴惴不安地把比赛稿子给他，她都会特别
慷慨地表扬我：“没事，我见过比你这篇还烂的呢。”“老
师又是安慰我，我不信，除非你发给我看看。”还真给我发
了份稿子，我打开一看，我的初稿。可是就是这个爱怼我的
老师，曾经跑遍北京城带我买衣服，曾经陪我练习稿件到凌
晨两点。璐姐，谢谢您了。

很多人都是取得很大的成就之后才去这个开感谢会，我现在



这个状态，别说成就了，个头连成人都算不上。但是感恩，
永远不会太早。在你我心中其实都有这样一个颁奖晚会，早
已把一个个重要的奖项颁给那个重要的人。我们常常特别习
惯对陌生人说谢谢，却吝惜对最亲近的人表达一份感恩之情。
请你记住，无论我们已经成功，还是仍在追梦，都请给那个
在你追梦路上力量与温暖的他说一声：谢谢您了！一路走来，
承蒙关照，往后余生，我赖上你了。谢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本周人物》，我是主
持人商亮。

今晚呢，我们要共同聚焦一个群体，让我们去描绘他们的样
子，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热血人生。他们很年轻，平均年龄二
十岁上下，有着这个年纪所有年轻人的激情和梦想，他们甚
至很调皮，来看一下他们的朋友圈。“重点是最后一张图，
这发型，这气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帅气的小伙子叫做
张浩，他是一群年轻人的中队长，他刚刚结婚不久，但是他
所发的每一条状态都是在执行任务的路上。这个小伙子叫作
杨刚，重庆人，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刚刚过完他二十三岁
的生日。在执行任务之前，让我们看一下他身后的战友们是
怎样相互告别的，“我要是回不来了，我爸就是你爸”。

他们勇敢且忠诚，偶尔还得跟家人撒点小谎。“喂，老公，
你现在在哪儿？”“我在云南集训。”“你骗人，我都在新
闻上看到你了。”一位搜救队员瞒着妻子去执行救援任务，
在休息的时候接到了妻子的电话。他叫尹礼辉，这段对话发
生的时候呢，他就快要当爸爸了。

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除了那位瞒着妻子去执行搜救的尹礼
辉之外，其余的人都在救援当中牺牲了。三分钟的时间很短，
我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名字和样子都呈现在各位的面前，但是
能够记住的是，仅在四川凉山州山火救援牺牲的三十人当中
有二十七人来自同一个队伍，一个八零后，二十四个九零后，
两个零零后。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张浩就是他们的中队长。



火灾、地震、泥石流，有了他们逆行的背影，我们才会感觉
到踏实。他们也是父母的孩子，是妻子的丈夫，是像我一样
普通又平凡的小伙伴。可是，他们是和平年代的牺牲者，是
岁月静好的守护人。

那么，在新中国七十华诞的时候，在今天的《本周人物》当
中，让我们一起向中国消防员，致敬！感谢您的收看。

说出你的故事，点亮文化人生。大家好，我是蔡紫，这里是
《紫曰》。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我身后这件大家可能都很熟悉的中国文
化遗产的标识“太阳神鸟金饰”开始说起吧。很多年前，一
位母亲带着她当时还在上学的女儿走进博物馆，那是那个女
孩子人生当中第一次走进博物馆，她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件闪
耀着金光的太阳神鸟。从此它的光芒也照进了这个女孩的心
里，让她爱上了博物馆，这个女孩就是我。

而今年，我自己的孩子六岁了。我开始尝试着带他走进博物
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我给他讲“阳陵虎符”，我
说：“这个虎符超级厉害，它是皇帝调发军队的信物。一只
虎符一分为二，皇帝需要用兵的时候，会派使臣拿着自己的
右半符来到军队，和与将领手中的左半符相合，确认是真的
命令，才可以出兵。”

有一次我因为在外有事没有能够按时去幼儿园接他，过了几
天他突然拿出这个，他说“妈妈你看，我做了个虎符，一半
给你，一半我带着。你可以请人拿着你的那半来幼儿园接我，
我一合就知道，这个是妈妈派来的人，我可以跟他走。”我
看着孩子脸上认真的小表情，我在感叹孩子对可以听得懂的
历史吸收力如此之强，同时我真的也仿佛看到，一颗关于文
化的种子，开始悄悄地慢慢地在他心中萌芽。这也许是我可
以送给他的一生的礼物。



受此启发，我开始和朋友们制作了一个关于博物馆的公众号，
我用孩子们能听得懂的语言，为他们录制国内外博物馆的公
益导览，给他们讲述文物的故事。

博物馆是收藏文明的宝库，人类历史长河里的文化精华依然
在那里默默流动，在那里轻轻呼吸。那颗种子曾经播撒在我
的心田，而今天我真的希望它能够传递到更多孩子的生命当
中。让我们大家一起，我们一起亲近它、传承它、激活它，
伴着星月辉映，让它成为我们人类的永恒。谢谢大家关注
《紫曰》。

模拟主持人大赛三分钟演讲稿新闻类篇五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的《挑战不可能》，我是小齐。

本期的主人公，和大家一样都是万千追梦人当中最普通的一
员，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所以我们-起来认识一下，了不起的齐岱泽。

这个小男孩对于主持人这个职业最初的印象，是来自于他做
法官的母亲，那时候每次吃完饭，都要看的一档节目叫《今
日说法》，以及那时屏幕里的那位主持人。而当这个小朋友
说，我也想成为电视里的那个人时，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
次不可能。父母和朋友都对他说，以你。的能力，你不可能
做到的，它太难了。那直到成功的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
音主持艺术专业，他才开始有能力去丈量自己与舞台之间的`
距离。直到大三，终于有机会录节目了，那这个机会叫《开
讲啦》。也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去更多地获得实践的机
会，但是第二个不可能，从屏幕对面的观众席传了过来。每
一条观众们非常严格的评价，都让他考虑自己要不要去放弃。
但他又转念一想，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既然没有人支持，
那就创造出支持自己的人。那在接下来，他不断去实践，终
于开始有一个人，一群人，去肯定，去期待他。而在今天，



他带着一个的不可能来到这个舞台，这个不可能就是一直伴
随着他的不自信。那直到刚刚，他来到舞台中央，和小撒老
师并肩而立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自己最后一次录制《开
讲啦》的时候，无数次在幻想，自己何时能够和他同台相遇。
他突然感觉自己站在这里，距离自己梦想的距离又近了那么
一点点。当然，追逐梦想的脚步还在继续。但是这-次的不可
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何去挑战。他只需要准备好话筒，
面对着所有注视他的观众，一字--句地说出：大家好，我是
主持人齐岱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