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演讲稿写作(汇总6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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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
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演讲稿写作篇一

1、用爱心做事业用感恩的心做人。

2、做事先做人小企业做事大事业做人。

3、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4、一个人成功不是因为他很会做生意而是因为他很会做人。

5、人的品质是一切的根源。

6、言行一致是成功的开始。

7、所有的成功者都是付出者。

8、永远保持谦虚感恩的态度。

9、态度好的人，赚钱的机会比较多。

10、凡是只要对人、事、物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就一定会大
成功。

11、谦虚是持续成功的保证。



12、待人要老实友善、谦虚有礼、客气主动。

13、你所选择的朋友，决定你的命运。

14、要主动地结交新的朋友用发自内心去打动人心。

15、用发自内心去打动人心

16、随时随地地保持微笑。

17、宇宙是圆的。

18、一定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19、要找对的朋友做资产，不要找错的朋友做负债。

20、不断关系别人包括他的家人。

21、必须懂得时常主动地去帮助别人。

22、为理想而奋斗，为使命而工作。

23、专心、认真、努力、负责任。

24、因为不与人争，所以没有人争的过你。

25、懂得放下自己的身段，未来就会身价特殊。

26、良好的沟通来自于良好的态度。

27、新态度创造记录。

28、调整态度，改变信念;加强行动，创造结果!

29、凡是一定要积极，但绝对不要心急。



30、不断寻求别人忠诚的建议。

二.做事篇

1、每一份私下的努力都会有倍增的回收，在公众都会被表扬
出来。

2、敢于做常人不愿做的事、不敢做的事、做不到的事。

3、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把它做到最好。

4、永远想行业第一名看齐。

5、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6、永远要做得比最好的还要更好。

7、永远要做得比要求的更多更好。

8、用世界级的标准做所有的事情。

9、用世界级的标准严格的自我操练。

10、凡事追求零缺点零失误。

11、不断为自己创造世界级成功的平台、学习的平台、人脉
的平台。

12、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3、所谓效率就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14、凡事要求品质，做事的品质决定了你的成就。

15、效率不代表很忙，很忙不代表有生产力。



16、有计划才会有效率。

17、有效的一个就够了，没效的再多也没有用。

18、借力使力少费力。

19、不管你做什么事，一定要快乐!一定要享受其过程。

20、注重力等于事实，留意我所想要的，而不是我所恐惊的。

21、坚持错误的想法，只能得到错误的结果。

22、成功不仅是你做了什么，同时懂得不要做什么?

23、一定要进入正面循环。

24、做任何事之前都要有清晰的理念和明确的宗旨。

25、做事一定要有焦点，一定要有强烈的企图心。

26、目标设立与价值观吻合。

27、设立一个可以达成而且有期限的目标。

28、把目标切割。

29、一定要做梦想板，把梦想板贴在右上方。

30、每天写核心目标十遍以上。

31、明天成功的第一步：天天看“梦想板”让成功的梦想视
觉化，反复加深印象。

32、敢于公众承诺。



33、自信心来源于知识、经验、计划和预备。

34、要时常奖励自己。

35、失败不是成功之母，只有检讨才是成功之母。

36、一个人至少必须经过16次的重复，才会记住95%的内容。

37、自我分析短板在哪里?

38、要不断分析自己的工作流程和改善流程。

39、善于找出你目前最大的障碍并不断完善。

40、成功需要改变成功需要行动

40、每一天都要不断地检讨自己的工作和绩效!

41、成功需要改变成功需要行动。

42、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做哪些是来改善它。

43、要持续不断地改善自己的缺点，要持续不断地发挥自己
的优势专长。

44、要随时随地携带笔记本，要随时随地记笔记。

45、时间治理是成功的要害。

46、要做每日检讨：总结自己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哪里
还可以更好?

47、时间管理就是懂得学习成功者的经验。

48、用证实有效的方法减少自我摸索的时间。



49、时间管理就是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设定优先顺序。

50、控制你的电话时间。

演讲稿写作篇二

(一)要口语化。

“上口”、“入耳”这是对演讲语言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
演讲的语言 要口语化。演讲，说出来的是一连串声音，听众
听到的也是一连串声音。听众能否听懂，要看演讲 者能否说
得好，更要看演讲稿是否写得好。如果演讲稿不“上口”，
那么演讲的内容再好，也不能使听众“入耳”，完全听懂。
如在一次公安部门的演讲会上，一个公安战士讲到他在执行
公务中被歹徒打瞎了一只眼睛，歹徒弹冠相庆说这下子他成了
“独眼龙”，可是这位战士伤愈之后又重返第一线工作了。
讲到这里，他拍了一下讲台，大声说：“我‘独眼龙’又 回
来了!”会场里的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演讲稿的“口
语”，不是日常的口头语言的复制，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口
头语言，要逻 辑严密，语句通顺。由于演讲稿的语言是作者
写出来的，受书面语言的束缚较大，因此，就要冲破这种束
缚，使演讲稿的语言口语化。为了做到这一点，写作演讲稿
时，应把长句改成短句，把倒装句必成正装句，把单音词换
成双音词，把听不明白的文言词语、成语改换或删去。演讲
稿写完后，要念一念，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上口”、“入
耳”，如果不那么“上口”、 “入耳”，就需要进一步修改。

(二)要通俗易懂。

演讲要让听众听懂。如果使用的语言讲出来谁也听不懂，那
么这篇 演讲稿就失去了听众，因而也就失去了演讲的作用、
意义和价值。为此，演讲稿的语言要力求做到通俗易懂。列
宁说过：“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
当坚决抛弃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



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
(《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鲁迅也说过：“为了大众力求
易懂”。(《且介 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三)要生动感人。

好的演讲稿，语言一定要生动。如果只是思想内容好，而语
言干巴 巴，那就算不上是一篇好的演讲稿。广为流传的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的演讲，鲁迅的演讲，闻一多的演讲，都
是既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生动感人的语言。语言大
师老舍说得好：“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
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
与感情怎样好呢?”(《人物、语言及其他》)由此可见，要
写好演讲稿，只有语言的明白、通俗还不够，还要力求语言
生动感人。怎样使语言生动感人呢?一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运
用比喻、比拟、夸张等手法增强语言 的形象色彩，把抽象化
为具体，深奥讲得浅显，枯燥变成有趣。二是运用幽默、风
趣的语言，增强演讲稿的表现力。这样，既能深化主题，又
能使演讲的气氛轻松和谐;既可调整演讲的节奏，又可使听众
消除疲劳。三是发挥语言音乐性的特点，注意声调的和谐和
节奏的变化。

(四)要准确朴素。

准确，是指演讲稿使用的语言能够确切地表现讲述的对
象——事物 和道理，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要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表达的对象熟悉了解，认识必须对
头;其次，要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用词贴切，句子组织
结构合理。朴素，是指用普普通通的语言，明晰、通畅地表
达演讲的思想内容，而不刻意在形式上追求词 藻的华丽。如
果过分地追求文辞的华美，就会弄巧成拙，失去朴素美的感
染力。

(五)要控制篇幅。



演讲稿不宜过长，要适当控制时间。德国着名的演讲学家海
茵兹·雷德曼在《演讲内容的要素》一文中指出：“在一次
演讲中不要期望得到太多。宁可只有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思
想，也不要五十个证人前听后忘的思想。宁可牢牢地敲进一
根钉子，也不 要松松地按上几十个一拨即出的图钉。”所以，
演讲稿不在乎长，而在乎精。五，认真修改，精益求精 从事
任何文体的写作都要重视修改，认真修改，精心修改，写作
演讲稿自然不能例外。例如，林肯在接到要他作上述演讲之
后，在指挥战争、通权国是的情况下，亲自起草演讲稿，并
把演讲稿念给白宫的佣人听。直到演讲的前一天晚上，他还
在旅馆的小房间里再次推敲、修改这篇演讲稿。再如，1883
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作了《在马克思墓前的
讲话》的着名演讲。演讲草稿是这样开头的：“就在十五个
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坟墓周围，当时，
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
们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的丈夫的遗体放在里边。”作者
考虑后进行了修改，写成：“三月十四日下午两点三刻，当
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
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
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两者比较，后者入题
较快，演讲一开始就抒发了对逝者的无限敬爱和万分惋惜的
心情，使现场的人们也沉浸在对马克思的缅怀与崇敬之中。
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和精心的修改，才为他的 每次演讲的成
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演讲稿写作篇三

第一节 演讲稿概述

演讲稿也叫演说辞，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所发表的讲话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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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的内容和形式。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
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
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演讲稿具有宣传、
鼓 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
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 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
产生共鸣。

演讲和表演、作文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演讲是演讲者(具有
一定社会角色的现实的人，而 不是演员)就人们普遍关注的
某种有意义的事物或问题，通过口头语言面对一定场合(不是
舞台)的听众(不是观看艺术表演的观众)，直接发表意见的一
种社会活动(不是艺术表演)， 其次，作文是作者通过文章向
读者单方面的输出信息，演讲则是演讲者在现场与听众双向
交 流信息。严格地讲，演讲是演讲者与听众、听众与听众的
三角信息交流，演讲者不能以传达 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情绪
为满足，他必须能控制住自己与听众、听众与听众情绪的应
和与交 流。所以，为演讲准备的稿子就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针对性。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
传形式。它为了以思想、感 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
动听众，“征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
性，首先是作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
辨要有雄辩的逻辑力量，要能为 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
样，才能起到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
象 和不同的层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
集会、专业性会议、服务性俱乐部、 学校、社会团体、宗教
团体、各类竞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
为听众设 计不同的演讲内容。

第二、可讲性。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
它以“讲”为主、以“演”为 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
稿时必须以易说能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



通 过阅读欣赏，领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
则是“上口入耳”。一篇好的演讲 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
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
通过试 讲或默念加以检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
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与调整。

第三、鼓动性。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激发听
众情绪、赢得好感的鼓动性。要 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演
讲稿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到之处，发人
深思， 语言表达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如果演讲稿写
得平淡无味，毫无新意，即使在现嘲演” 得再卖力，效果也
不会好，甚至相反。

第二节 演讲稿的结构

从内部结构来说，演讲需要形成或创造现场的情绪氛围，所
讲的内容应该较为集中，通常一 篇演讲稿“最多只能讲两三
个问题，而且这两三个问题还得很紧密地在逻辑上串连起来，
以 层层推演的方式，一环扣一环地展开，这时最忌的是平面
罗列：甲乙丙丁，1234，abcd，尤 其成为大忌的是先亮论点，
后举例子。这只能使听众停止思考，甚至昏昏欲睡。分散的
论点 和被动的(亦即无分析的，不能发展论点的)例子，无异
于催眠曲。”而“在演讲比赛中， 尤其要求集中论点，因为
时间的限制更大。”(孙绍振：《关于演讲稿的写作》) 演讲
稿的结构分开头、主体、结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与一般
文章的结构原则大致一 样。但是，由于演讲是具有时间性和
空间性的活动，因而演讲稿的结构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尤
其是它的开头和结尾有特殊的要求。

一、开头要抓住听众，引人入胜

演讲稿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在演讲稿的结构中处于显要
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瑞士作家温克勒说：“开场白有
二项任务：一是建立说者与听者的同感;二是如字义所释，



打开场面，引入正题。”好的演讲稿，一开头就应该用最简
洁的语言、最经济的时间，把听 众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吸引过
来，这样，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开场白的技术主要有：

1、 楔子。用几句诚恳的话同听众建立个人间的关系，获得
听众的好感和信任;

3、激发。可以提出一些激发听众思维的 问题，把听众的注
意力集中到演讲中来;

4、触题。一开始就告诉听众自己将要讲些什么。 世界上许
多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演讲都是这样的。

演讲稿的开头有多种方法，通常用的主要有：

1.开门见山，提示主题。这种开头是一开讲，就进入正题，
直接提示演讲的中心。例 如宋庆龄《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
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的开头：“我为接 受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运用这
种方法，必须先明晰地把握演 讲的中心，把要向听众提示的
论点摆出来，使听众一听就知道讲的中心是什么，注意力马
上 集中起来。

2.介绍情况，说明根由。这种开头可以迅速缩短与听众的距
离，使听众急于了解下文。 例如恩格斯在1881年12月5日发
表的《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开头：“我们 现在安
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维德尔。她
的父亲冯·威斯特华 伦男爵在特利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
近;两家人的孩子在一块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 候，他
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地连接在一起
了。”这个开头对发生的 事情、人物对象作出必要的介绍和
说明，为进一步向听众提示论题作了铺垫。



3.提出问题，引起关注。这种方法是根据听众的特点和演讲
的内容，提出一些激发听 众思考的问题，以引起听众的注意。
例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4年7月4日在美国 纽约州罗彻
斯特市举行的国庆大会上发表的《谴责奴隶制的演说》，一
开讲就能引发听众的 积极思考，把人们带到一个愤怒而深沉
的情境中去：“公民们，请恕我问一问，今天为什么 邀我在
这儿发言?我，或者我所代表的奴隶们，同你们的国庆节有什
么相干?《独立宣言》 中阐明的政治自由和生来平等的原则
难道也普降到我们的头上?因而要我来向国家的祭坛奉 献上
我们卑微的贡品，承认我们得到并为你们的独立带给我们的
恩典而表达虔诚的谢意 么?” 除了以上三种方法，还有释题
式、悬念式、警策式、幽默式、双关式、抒情式等。

二、主体要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这是演讲稿的主要部分。在行文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层次、
节奏和衔接等几个问题。

(一)层次 层次是演讲稿思想内容的表现次序，它体现着演讲
者思路展开的步骤，也反映了演讲者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
演讲稿结构的层次是根据演讲的时空特点对演讲材料加以选
取和组 合而形成的。由于演讲是直接面对听众的活动，所以
演讲稿的结构层次是听众无法凭借视觉 加以把握的，而听觉
对层次的把握又要受限于演讲的时间。

那末，怎样才能使演讲稿结构的层次清晰明了呢?根据听众以
听觉把握层次的特点，显 示演讲稿结构层次的基本方法就是
在演讲中树立明显的有声语言标志，以此适时诉诸于听众 的
听觉，从而获得层次清晰的效果。演讲者在演讲中反复设问，
并根据设问来阐述自己的观 点，就能在结构上环环相扣，层
层深入。此外，演讲稿用过渡句，或用“首先”、“其次”、
“然 后”等语词来区别层次，也是使层次清晰的有效方法。

(二)节奏 节奏，是指演讲内容在结构安排上表现出的张弛起



伏。 演讲稿结构的节奏，主要是通过演讲内容的变换来实现
的'。演讲内容的变换，是在一个 主题思想所统领的内容中，
适当地插入幽默、诗文、轶事等内容，以便听众的注意力既
保持 高度集中而又不因为高度集中而产生兴奋性抑制。优秀
的演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不长于使用这 种方法。 演讲稿结构
的节奏既要鲜明，又要适度。平铺直叙，呆板沉滞，固然会
使听众紧张疲劳， 而内容变换过于频繁，也会造成听众注意
力涣散。所以，插入的内容应该为实现演讲意图服 务，而节
奏的频率也应该根据听众的心理特征来确定。

(三)衔接 衔接是指把演讲中的各个内容层次联结起来，使之
具有浑然一体的整体感。由于演讲的 节奏需要适时地变换演
讲内容，因而也就容易使演讲稿的结构显得零散。衔接是对
结构松紧、 疏密的一种弥补，它使各个内容层次的变换更为
巧妙和自然，使演讲稿富于整体感，有助于 演讲主题的深入
人心。 演讲稿结构衔接的方法主要是运用同两段内容、两个
层次有联系的过渡段或过渡句。

三、结尾要简洁有力，余音绕梁。结尾是演讲内容的自然收
束。言简意赅、余音绕梁的 结尾能够使听众精神振奋，并促
使听众不断地思考和回味;而松散疲沓、枯燥无味的结尾则
只能使听众感到厌倦，并随着事过境迁而被遗忘。怎样才能
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呢?美国 作家约翰·沃尔夫说：“演
讲最好在听众兴趣到高-潮时果断收束，未尽时嘎然而止。”
这是演 讲稿结尾最为有效的方法。在演讲处于高-潮的时候，
听众大脑皮层高度兴奋，注意力和情绪 都由此而达到最佳状
态，如果在这种状态中突然收束演讲，那么保留在听众大脑
中的最后印 象就特别深刻。 演讲稿的结尾没有固定的格式，
或对演讲全文要点进行简明扼要的小结，或以号召性、 鼓动
性的话收束，或以诗文名言以及幽默俏皮的话结尾。但一般
原则是要给听众留下深刻的 印象。

第三节 演讲稿的写作



一、了解对象，有的放矢 演讲稿是讲给人听的，因此，写演
讲稿首先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文 化程度、
职业状况如何;了解他们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等等。否则，不看 对象，演讲稿写得再花功夫，说得再天花
乱坠，听众也会感到索然无味，无动于衷，也就达 不到宣传、
鼓动、教育和欣赏的目的。

二、观点鲜明，感情真挚 演讲稿观点鲜明，显示着演讲者对
一种理性认识的肯定，显示着演讲者对客观事物见解 的透辟
程度，能给人以可信性和可靠感。演讲稿观点不鲜明，就缺
乏说服力，就失去了演讲 的作用。 演讲稿还要有真挚的感
情，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有鼓动性。因此，它要求在表达
上注 意感情-色彩，把说理和抒情结合起来。既有冷静的分
析，又有热情的鼓动;既有所怒，又有 所喜;既有所憎，又有
所爱。当然这种深厚动人的感情不应是“挤”出来的，而要
发自肺腑， 就像泉水喷涌而出。 三、行文变化，富有波澜
构成演讲稿波澜的要素很多，有内容，有安排，也有听众的
心理特征和认识事物的规律。

如果能掌握听众的心理特征和认识事物的规律，恰当地选择
材料，安排材料，也能使演讲在 听众心里激起波澜。换句话
说，演讲稿要写得有波澜，主要不是靠声调的高低，而是靠
内容 的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有强调，有反复，有比较，有
照应。

四、语言流畅，深刻风趣 要把演讲者在头脑里构思的一切都
写出来或说出来，让人们看得见，听得到，就必须借 助语言
这个交流思想的工具。因此，语言运用得好还是差，对写作
演讲稿影响极大。要提高 演讲稿的质量，不能不在语言的运
用上下一番功夫。 写作演讲稿在语言运用上应注意以下五个
问题：

(一)要口语化。“上口”、“入耳”这是对演讲语言的基本
要求，也就是说演讲的语言 要口语化。 演讲，说出来的是



一连串声音，听众听到的也是一连串声音。听众能否听懂，
要看演讲 者能否说得好，更要看演讲稿是否写得好。如果演
讲稿不“上口”，那么演讲的内容再好， 也不能使听众“入
耳”，完全听懂。如在一次公安部门的演讲会上，一个公安
战士讲到他在 执行公务中被歹徒打瞎了一只眼睛，歹徒弹冠
相庆说这下子他成了“独眼龙”，可是这位战 士伤愈之后又
重返第一线工作了。讲到这里，他拍了一下讲台，大声
说：“我‘独眼龙’又 回来了!”会场里的听众立即报以热
烈的掌声。 演讲稿的“口语”，不是日常的口头语言的复制，
而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口头语言，要逻 辑严密，语句通顺。由
于演讲稿的语言是作者写出来的，受书面语言的束缚较大，
因此，就 要冲破这种束缚，使演讲稿的语言口语化。为了做
到这一点，写作演讲稿时，应把长句改成 短句，把倒装句必
成正装句，把单音词换成双音词，把听不明白的文言词语、
成语改换或删 去。演讲稿写完后，要念一念，听一听，看看
是不是“上口”、“入耳”，如果不那么“上口”、 “入
耳”，就需要进一步修改。

(二)要通俗易懂。演讲要让听众听懂。如果使用的语言讲出
来谁也听不懂，那么这篇 演讲稿就失去了听众，因而也就失
去了演讲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为此，演讲稿的语言要力 求
做到通俗易懂。列宁说过：“应当善于用简单明了、群众易
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 晦涩难懂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
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
号、决定和结论”。(《社会民-主党和选举协议》)鲁迅也说
过：“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且介 亭杂文·论旧形式的
采用》)

(三)要生动感人。好的演讲稿，语言一定要生动。如果只是
思想内容好，而语言干巴 巴，那就算不上是一篇好的演讲稿。
广为流传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演讲，毛泽东的演 讲，
鲁迅的演讲，闻一多的演讲，都是既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又有生动感人的语言。语 言大师老舍说得好：“我们的最好
的思想，最深厚的感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 若



是表达不出，谁能知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好呢?”(《人物、
语言及其他》)由此可见，要 写好演讲稿，只有语言的明白、
通俗还不够，还要力求语言生动感人。 怎样使语言生动感人
呢?一是用形象化的语言，运用比喻、比拟、夸张等手法增强
语言 的形象色彩，把抽象化为具体，深奥讲得浅显，枯燥变
成有趣。二是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 增强演讲稿的表现力。
这样，既能深化主题，又能使演讲的气氛轻松和-谐;既可调
整演讲的 节奏，又可使听众消除疲劳。三是发挥语言音乐性
的特点，注意声调的和-谐和节奏的变化。

(四)要准确朴素。准确，是指演讲稿使用的语言能够确切地
表现讲述的对象——事物 和道理，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其相互
关系。作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表达的对象熟悉了 解，
认识必须对头;其次，要做到概念明确，判断恰当，用词贴切，
句子组织结构合理。朴 素，是指用普普通通的语言，明晰、
通畅地表达演讲的思想内容，而不刻意在形式上追求词 藻的
华丽。如果过分地追求文辞的华美，就会弄巧成拙，失去朴
素美的感染力。

(五)要控制篇幅。演讲稿不宜过长，要适当控制时间。德国
著名的演讲学家海茵兹·雷 德曼在《演讲内容的要素》一文
中指出：“在一次演讲中不要期望得到太多。宁可只有一个
给人印象深刻的思想，也不要五十个证人前听后忘的思想。
宁可牢牢地敲进一根钉子，也不 要松松地按上几十个一拨即
出的图钉。”所以，演讲稿不在乎长，而在乎精。 五，认真
修改，精益求精 从事任何文体的写作都要重视修改，认真修
改，精心修改，写作演讲稿自然不能例外。例如， 林肯在接
到要他作上述演讲之后，在指挥战争、通权国是的情况下，
亲自起草演讲稿，并把 演讲稿念给白宫的佣人听。直到演讲
的前一天晚上，他还在旅馆的小房间里再次推敲、修改 这篇
演讲稿。再如，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作了
《在马克思墓前 的讲话》的著名演讲。演讲草稿是这样开头
的：“就在十五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 聚集在这座
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息



的地方。今天，我们 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的丈夫的遗体
放在里边。”作者考虑后进行了修改，写成：“三月十 四日
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个
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 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
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两
者比较，后者入题较快，演讲一开始就抒发了对逝者的无限
敬爱和万分惋惜的心情，使现场 的人们也沉浸在对马克思的
缅怀与崇敬之中。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和精心的修改，才为
他的 每次演讲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演讲稿写作篇四

演讲稿写作格式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要注意讲话人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口吻、语言应有
所不同。演讲稿没有严格的、固定的格式，一般分标题和正
文两部分。标题可以是：

1、标明会议性质、演讲内容。

2、正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3、前两者的结合。

写作要求

1、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
格、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
希望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
引听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

2、一篇演讲稿要有一个集中、鲜明的主题。无中心、无主次、



杂乱无章的演讲是没有人愿听的'。一篇演讲稿只能有一个中
心，全篇内容都必须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去铺陈，这样才能
使听众得到深刻的印象。

3、好的演讲稿，应该既有热情的鼓动，又有冷静的分析，要
把抒情和说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更多演讲稿格式推荐：

演讲稿格式很重要

关于演讲稿的格式

演讲稿的格式标准写法

演讲稿的标准格式写法

演讲稿没有固定的格式

演讲稿写作篇五

一、适合于现场环境

演讲是发生在某个特定时空的行为，将要在哪里演讲，以
及“此时此地”的情景，也是在准备演讲稿时应当考虑的，
是北疆还是南国，是故地还是异乡，是城市的广场还是乡村
的田头，是轻松的场合，还是庄重的典礼，是相聚于一室还
是于行旅之中，这些环境因素完全可以作为演讲的构成要素，
有时甚至可以作为构思的重要基础，构成演讲的框架，以调
动思想、感情和生活的积累，形成独特的情绪基调和语言特
色。

沈吉奎在为从台湾回来探亲的“七爷”夫妇举行的欢送会上
有一段动人的话：



今天夜晚，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

在亲人即将离别的时刻，一家老小，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
乐，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思念没有见过面的远在台湾的四位叔叔
姑姑们，他们没能和七爷爷七奶奶一同归来，我只能在照片
上看到他们，假如他们也能同路归来，也能参加今天的盛会，
假如他们也能回来让我们看上一眼，也能端起家乡的酒杯，
那该多好啊!我盼望他们早日归来，抚一抚家乡的土地，喝一
口家乡的米酒，诉一诉离别的衷肠。

回来吧，我亲爱的叔叔姑姑们!

在这个“难忘的夜晚”和“亲人即将离别的时刻”，“欢聚
一堂”，把酒话别，“天伦之乐”与“喜悦之情”的背后涌
动着深深的离情别意。

演讲者自然而熨帖地引入了“此时此刻”的情景，使讲者与
听者都很敏感并且心心交融的环境平添了浓浓的感情色彩。

继而又从亲人团聚的此地联想到遥远的叔叔姑姑们，悬想着
盼望着他们“也能参加今天的盛会”，抚摸着“家乡的土
地”，痛饮“家乡的米酒”，点染出悲喜交集的气氛，形成
了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情感高潮。

二、适合现场表达

演讲语言是经过精心锤炼和构筑的口语，是生活化的语言，
它的语汇、句式和语气都有浓厚的口语色彩，通俗晓畅，自
然流动，没有雕凿的痕迹，没有公文的程式化，没有诗歌式
的跳跃和剪辑。

因此，它很适合自如的口头表达。



演讲语言又为演讲人运用语气、停顿、语调等语音手段和感
情、手势等体态语言提供了充分的表现余地。

总之演讲语言既要能“讲”又要能“演”，便于现场表达。

在起草演讲稿时，要摆脱其他文体的负面影响，在语言体裁
的抒情上以适合现场表达为尺度。

请看秋瑾的著名演讲《敬告二万万女同胞》：

陈后主兴了这缠足的例子，我们要是有羞耻的，就应当兴师
问罪!即不然，难道他捆着我的腿?我不会不缠的么?男子怕我
们有知识、有学问，爬上他们的头，不准我们求学，我们难
道不会和他分辩，就应了么?这总是我们女子自己放弃责任，
样样事一见男子做了，自己就乐得偷懒，图安乐。

男子说我没用，我就没用;说我不行，只要保着眼前舒服，就
做奴隶也不问了。

自己又看看无功受禄，恐怕行不长久，一听见男子喜欢脚小，
就急急忙忙把它缠了，使男人看见喜欢，庶可以藉此吃白饭。

这段文字既是精妙的语句组合，又是晓畅通脱的口语;既有催
人猛醒的连珠炮式反问，又有冷静剖析的精到陈述;既有信手
拈来的散句，又有回环复沓的顶针式排比，且整中有散，不
拘一格;既有变化多端的语气语态，又在造句上恣意而为;短
句为主，长短参差，如同信口而说，但又富于韵律;既是逻辑
严密的议论，又是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既是高屋建瓴的精辟之
言，又像拉家常一样平易;既有愤懑之问，又有幽默之语。

只是阅读，就觉得演讲人的声口、神情、态度呼之欲出。

这样的文字无疑是适合亦“讲”亦“演”的现场表达的。



三、适合于现场听众

听众的性别、年龄、种族等自然特点和情感、意志、趣味等
心理特点以及文化、教养、境遇等社会特点，都要纳入演讲
稿的构思之中，切忌目中无“人”。

撰搞时的'感觉，应是面对听众，说出他们乐于倾听的话。

即便是一个说法一个称呼语也是值得再三斟酌的。

曲啸在向劳教人员演讲之前就苦思冥想了这样的“提
法”：“触犯了刑律的朋友们”，结果使这些特殊的听众万
分感动。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在答谢宴会上的祝词中说：

昨天，我们同几亿电视观众一起，看到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奇
迹之一——中国的长城。

当我在城墙上漫步时，我想到了为了建筑这座城墙而付出的
牺牲;我想到它所显示的在悠久的历史上始终保持独立的中国
人民的决心;我想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长城告诉我们，中
国有伟大的历史，建造这个世界奇迹的人民也有伟大的未来。

面对在座的中国官员，作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热情赞扬了中
国人引以自豪的长城，是很能博得好感的，也淡化了两国政
府的原则分歧所造成的阴影。

演讲还围绕“长城”借题发挥又说了几段话，使“拆除我们
之间的这座城墙”这个并不轻松的话题显得轻松。

敏感的听众意识使演讲人选择了“长城”这个自然、得体、
巧妙的角度。

四、适合于现场调控



写作演讲稿的运思阶段就要顾及针对听众的现场调控。

要适当地预设或埋伏一连串能够触发听众的想象、情感、意
志、经验等等的兴奋点，以便张弛有度、擒纵自如地驾驭现
场，调控听众，促使听众参与，更好地进行现场交流。

在成文过程中，要围绕演讲目的和内容，在开头、过渡、展
开、收束等各个环节上有意识地运用调控技巧。

比如，在行文上，设置悬念以引人入胜，运用蓄势的手法导
向情绪的爆发点，形成一个个激荡人心的涡旋。

还可以点缀“闲话”，以调节心理、活跃气氛，化隔膜为亲
密，化挑剔为欣赏，及时喷洒防止精神疲劳的清醒剂。

其实调控手段远不止这些。

此外，写作演讲稿时，对风云变幻的“现场”要有所准备，
必要时还要对可能出现的情况有所设想。

鲁迅的演讲《文学与政治的歧途》有这么一段：

北京有一派人骂新文学家，说：“你们不应该拿社会上的穷
人和人力车夫做材料。

你们做诗做小说应该用才子佳人的做材料，才算是美，才算
是雅，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之塔?”但他们现在也都跑到南
方来了，因为北京的象牙之塔已经倒塌，没有人送饭给他们
吃，不能不跑了。

……为人生的文学家，平时就很危险，到了革命的时候，死
的死，流落的流落，因为他们的感觉比普通一般人敏捷，他
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平常的人都不了然，他们的境遇往往是
困苦的，所以能够看见别的困苦。



作者一方面成功地表达了演讲内容，一方面顾及了现场调控。

北京的“一派人”的话中有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躲进象牙
之塔?”作者引用过来自然引起听众对演讲人如何作答拭目以
待，然而只用一个“但”字转到他们不“美”不“雅”地逃
到南方混饭吃，以其行驳其言，俏皮机智，令人哑然失笑，
接着又用为人生的文学家的艰难处境与之对比，含蓄地予以
赞扬。

如果说这是一个不露形迹的情绪热点的话，那么前面的冷嘲
就是有力的反衬式铺垫和蓄势。

这段演讲看似漫不经心，但对材料的选择和组合对先谈什么
后谈什么以及怎样说，都有精心的考虑，以求得更好地调控
和驾驭听众。

时光飞逝，20xx年，就这样悄无声息的即将离去。

我似乎还没有来的及认真对待，它就倏忽间渐行渐远，有些
不舍，有些流连，也有些感慨。

回首20xx年，一些喜怒哀乐填满了我的生活。

这一年中，我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常常会这样的问自
己。

细想之下，人生不就是一个在不断得到和不断失去的过程吗?
得到的，并不一定就是自己喜欢的;失去的，并不一定就不能
挽回。

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

只要一切自认无怨无悔就坦然，只要一切做到问心无愧就心
安。



回眸岁月的无情流逝，遥望前方漫漫之路，怎么能不让人认
真的思索走过的岁月和探讨人生的真谛呢?岁月静好，生活依
旧，许多故事都在沉积。

这样的生活虽是平淡的，但也是充实的。

我喜欢简单而平淡的生活，喜欢让自己能尽可能的真实。

只要觉得对的起自己，对的起关心自己，爱自己的人，我就
没有任何的愦憾。

这一年，尽管很平淡的走过，但对我来说平淡的走过才是最
真实的幸福。

静好的岁月中，总有一些东西是自己舍不得也丢不掉的。

虽然有过无奈，有过伤感，有过叹息，但也有过幸福与满足。

我的心中依然存满感恩，感恩生活给予我的一切。

演讲稿写作篇六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大家好，我竞选的是班长职位。班长是一个许多同学们都向
往的职位，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爱心的人来担当，我不敢说
我是最合适的'，但我敢说我将会是最努力的！工作锻炼了我，
生活造就了我。戴尔卡耐基说过“不要怕推销自己，只要你
认为自己有才华，你就应该认为自己有才华，你就应该认为
自己有资格提任这个职务”。所以我相信我有能力担任这一
职务。



首先，我有信心当好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差，在集体中
有一定威信和影响力。其次，我有管理班级的能力，敢于负
责，如果我能够当上班长，那么我一定会任劳任怨，严于律
己，管理好班级，提高同学们的学习成绩，让我们的班级成
为全年级的佼佼者。而且，我拥有一个不会轻易发脾气的好
性格，绝对可以满足班长平易近人的要求。我热情开朗、热
爱集体、团结同学、拥有爱心。

假如我竞选上了班长，我会严格要求自己，为同学树立榜样，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使
我们的整个班级形成一个团结向上、积极进取的集体。

假如我竞选上了班长，我会把班级活动作为展示特长、爱好
的场所，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在集体里互帮互助。

假如我竞选上了班长，我将用旺盛的精力、清醒的头脑来做
好这项工作，帮互助。

假如我竞选上了班长，我会真正做同学的好朋友，老师的好
助手。马行千里知其是否为良驹，人经百事知其是否为栋梁。
我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既然是花，我就要
开放；既然是树，我就要长成栋梁；既然是石头，我就要去
铺出大路；既然是班干部，我就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航员！
流星的光辉来自天体的摩擦，珍珠的璀璨来自贝壳的眼泪，
而一个班级的优秀来自班干部的领导和全体同学的共同努力。

我想我们都应该当个实干家，不需要那些美丽的词汇来修饰。
假如我落选了，说明我还有许多缺点，我将继续自我完善。

班长就是架在老师与同学之间的一座桥梁，能向老师提出同
学们的合理建议，向同学们传达老师的苦衷，我一定会主动
为同学服务，为老师分忧。给我一次锻炼的机会，我会经得
住考验的，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
明才智，我们的班务工作一定能十分出色，我们的班级一定



能更上一层楼！

请老师、同学们相信我，支持我，投我一票，我一定行，谢
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