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如何快速演讲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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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
家都很苦恼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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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快速演讲稿篇一

对于学生来说，想要背政治，第一要静下心来，熟悉课本。
假设你对政治课本是完全陌生的，那么背政治见识点时一定
会很吃力。这个熟悉课本的过程需要一到两周左右。然后就
可以开始背了。

很多学生在背政治的时候往往都是死记硬背，效果往往都不
是很好。对于政治的一些见识点还是要理解着背，这样比较
好。另外，对于政治课本中的黑体字、图表、拓展性的文字，
都要器重，这些往往都是出题点。

学生可以在利用做题来辅助背诵见识点。做的政治题多了之
后就会发现，一些常考题目所考察的见识点，即使没有特意
背诵过，也可以记住。这是因为做的次数多了，学生已经熟
悉了。

所以，学生在做题的时候，把做错的题或是没有思路的题，
答案都在书中标注出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哪些见识点划到
的次数比较多，就重点背这些政治见识点。

背政治有哪些技巧

学生在背政治的时候可以图示记忆法，利用图形来增强记忆
效果。这样比单纯的文字记忆效果要好很多。简陋的线条和
文字可以使见识点变得更加直观明了，也就更容易记忆。



背政治时也可以通过列表法来记忆，学生可以通过列表的形
式把相关材料进行对比或对照。这样做优点就是条理比较清
楚，见识点一目了然，这样便于理解和记忆。

在学习政治的过程中，课本或是老师讲课的`过程中，总会举
一些事例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见识点。其实学生也可以利用
这些事例来背政治。这样比较容易把抽象的见识点具体化，
便于理解，加深记忆。

假设让学生背政治整一本书的见识点可能会比较难，但是假
设是把一本书的见识点化整为零，分成一课、一节、一框，
这样背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了。所以很多时候学生在背政治
的时候要学会化整为零，循序渐进的记忆。

如何快速演讲稿篇二

演讲，顾名思义。它是演与讲的统一体，但它是以讲的内容
为主的，以演的形式为辅。要做一次成功的演讲，在演讲稿
写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把演讲词烂熟于心。有什么
方法快速的记忆呢?下文是小编整理的相关内容，欢迎阅读参
考!

第一步是识读，即阅读。大体了解整体与细节，对稿子有个
概观和微观，把握题旨，掌握例证阐述的关节，包括引述的
事实、名人名言等，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准确无误的数字。

第二步是响读。朱熹说过，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亮，不
可误一字，不可牵强暗记。这样，才能达到他所说的“逐句
玩味”“反复精读”“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只有
如此，演讲词才能从有理有据、有情有感、有声有色的响读
中加以体会和记忆。同时，才可设计演讲的动作、表情和姿
态，琢磨演讲词临场情境与听众交流的心理和生理反馈。甚
而一个字的读音，一句话的抑扬顿挫，标点的作用，语气的



恰到好处，也无不在其中。响读，是演讲词记忆的关键之处，
也就是“立体记忆”的一个必要的途径。

第三步是情读。就是要理解感受演讲词情调，注意适度和真
实。特别要作演讲时，切忌漫无节制的感情宣泄。缺乏控制
的感情抒发，会令人产生厌恶感;虚伪的感情表演，会丧失听
众的`信任。

当代演讲家李燕杰说过，演讲，绝不是从记忆移入记忆，把
现成的字句移到别人心中，而是要使自己心中的火与听众心
中的火并燃。演讲词里有情调，喜怒哀乐应分明。演讲即使
是阐释事理，也不应冷漠地板着面孔说教。对事理的深刻剖
析，无疑是百篇演讲词成功的主要标志，应当加深记忆。但
如果其中同时能有真诚激情的适度渗透和确切体会，则不仅
能达到以理服人，还必定能以情动人，这种体会，无疑是种
特殊的引发性记忆。

可见，演讲词的记忆，一要用眼睛——阅读，二要使口
舌——响读，三要动心思——情读。只有整体的综合的全方
位的记忆，即“立体记忆”，才能深入人脑，打动人心。这
无疑也是演讲词的记忆法。但是，要记住演讲词，具体还要
掌握它的文体特点及思路。

演讲词，一般地说属于议论范畴。演讲词的论点，也称观点，
论据也称材料。没有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演讲要告诉人
们的东西，也就不存在了。若无材料，观点不被证明，也说
服不了人。因此，观点要明确，材料要记牢，这是不够的。
要记住它，最重要的地方是，把握用材料论据阐述思想观点
的过程，即论证过程。这个过程是逻辑构成，如果再把它抓
住，演讲词的记忆就迎刃而解了。



如何快速演讲稿篇三

演讲的时候最让演讲者难受的就是忘记演讲稿的内容，怎么
样才能有效快速记住自己演讲稿呢？一起来学习一下。

没有哪个方法要比自己写演讲稿更有效、直接，因为自己写
演讲稿你会把稿讲的顺序、思维、词语等都经过自己的'思考，
只要经过自己大脑一遍，才能记得牢记得稳。

当自己写了稿讲稿之后，自己就要多读几次了，直到把稿件
背成熟，背的时候要挑些重点来背，如你先到这里，接下来
就到哪里，就不容易忘记稿件。

分段背记可以大大缩短记熟稿件的时间，而且更容易记牢稿
件，如稿件的开头你大概只需要花5分钟就可以把它记熟，然
后再把结尾背熟也是花去5分钟，这样一来一去把两者都记牢
了。

演讲的时候最主要还是要放松，这样才不容易忘记稿件。

如何快速演讲稿篇四

全文通读。无论是懂还是不懂全文的意思，小编认为首先都
需要能够全文的通读一遍，先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看全文，无
论是正确或者错误的，并且最好能够将语言文字之间的关系
搞清楚，至少在意思上面能够解释的通。

对照参看译文。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对照自己刚开始看文章
的时候，自己所理解的意思，在看真正的译文，会对文章的
理解更加的深刻，也会明白当时自己所译不同之处，能够加
深对文章的理解。



翻译全文。在看两次译文之后，看着全篇的文言文，自己翻
译成白话文，这个时候，不要再看译文了，如果实在有不明
白的地方，可以再看两次译文，直到能够全部翻译通顺为止，
这对理解全篇内容非常重要。

理解了文中所述之后，即可以开始着手背诵了。如果自己的
记忆力实在不佳，或者文章一个自然段非常长，可以将一个
自然段分成三次来进行背诵，并且划分的时候，最好能够按
照意群来进行划分。

如何快速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

上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公开课助我快速生长》。

作为一名老师，没有谁不曾上过公开课。作为一名八达小学
的青年教师，上公开课更是家常便饭。而公开课的锻炼，无
疑是促使自身前进的助跑器！

还记得两年前的那一天，我站上讲台的情形：青春年少的我
站在三尺讲台上，面对一年级小朋友那几十双清澈的眼睛，
我的心有些忐忑不安；面对时不时举起的一只只小手，我的
眼睛有些应接不暇；面对课堂上突发的各种状况，我更是手
足无措。顷刻间，我明白了，炼就一种驾御课堂的真功夫，
是我作为教师的一项必备身手。

很快，我迎来了第一堂公开课。在班主任老师的配合管理下，
小朋友们的课堂表示很好，尤其是当他们听到我录制的声音
从音响里传出来的时候，都好奇地望着我，似乎在说：“老
师，这是你的声音吗？”这一刻，我不由为小朋友们的天真



与可爱而心襟荡漾。课有条不紊地继续着，没有出现任何令
我棘手的状况，似乎一切都还圆满。我的心也初次体验到些
许胜利的喜悦。然而，课后评课时，师傅却语重心长地告诉
我：“课堂调控的能力要加强啊！当你提问时，很多小朋友
都会举手，有些小朋友甚至会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而站起
来将手举得高高的。这时候，你就不能叫这个小朋友来回答
问题。而应该说，老师想请一位坐得最端正、手举得最规范
的同学来回答。这样久而久之，小朋友们就会在不时地规范
与褒扬中，潜移默化地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次公开课，使
我明白了培养小朋友良好的习惯比教会他一点认知知识更重
要！

再次上公开课，试讲时我设计的教学设计是先由同学尝试操
作，再由教师讲解示范。然而，我发现在同学尝试操作完之
后就有几只小手迫不和待地举了起来，兴奋地嚷道：“老师！
我会做。”我笑了笑，示意他们把手放下，继续按自身的教
学设计设计一步步地讲解示范。课后评课时，前辈们耐心地
指点我：“遇到这种情况，你要灵活处置，改变自身原有的
设计思路，让同学来当小老师进行讲解。这样，既维护了小
朋友们的积极性，又能让其他小朋友听得更认真，你还要多
看看相关方面的书呀！”于是从教育学到心理学，从窦桂梅
老师的《捉虫记》到苏霍姆林期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我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遍一遍地看，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教学设计，
把同学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一一进行了预设，每一个教学环
节无不围绕重难点展开，并针对同学的特点，设计了各种有
趣的活动，在这过程中，不但要让他们学懂，而且要会用；
不但要能快速地用，而且要能在生活中主动去运用。由于预
设周全，目标明确，引导得当，教学效果自然也就优化了很
多。尤其是小朋友们那出乎我意料的创新之举更是令我倍受
鼓舞，欣喜万分。在一次一次的磨课中，我痛并快乐着，与
小朋友们一起游弋在知识的海洋。

现在，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脑海中将第二天要授的像放电
影似的放映，在这样的操练中，我发现自身的教学流程越来



越流畅，教学思路越来越清晰，连教学语言也在不知不觉中
发生了变化，由“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变成了“今
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由“你讲得真好”变成了“生活
中，你真是位细心观察的同学。”等等，课堂语言更加丰富
而有艺术。

虽然，今天的我再也不会出现面对几十双眼睛而手足无措的
情形，但我知道，前进的路还有很长很长。也更相信，随同
着公开课一路前行，我一定会生长得更快！

最后，请允许我用窦桂梅老师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
讲，“老师需要生长，需要在实践的土壤中扎下根，长出苗，
开出花。”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