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精选5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
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xx，今天很荣幸能在国旗下讲话。今天我演讲的
题目是《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向获得中国首个诺贝尔奖的科
学家屠呦呦致敬》。

屠呦呦这个名字相信同学们最近都不陌生吧，她的名字占据
了各大新闻的榜首。20xx年10月5日，诺贝尔医学奖被宣布授
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表彰他们在
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科学家凭借
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诺贝尔科学奖，是中
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她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1969年，38岁的屠呦呦参加了523项目，当时只是一位助理研
究员，但是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刻苦和对科学的热爱，很快就
成为了研究组的组长。他们遍访老名医，查阅中医药典籍。
整天埋头于那些旧到发黄，甚至发脆的故纸中.....不知熬了
多少个不眠夜，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收集到20xx多种药方。
但要从这20xx多种药方中筛选出最有效的一种，她与同事又
开始了爱迪生般的漫长的试错之路，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打
击屠呦呦的信心，反而使她更坚定了继续探索的决心，为了
测试药效，她甚至如神农尝百草般以身试药，通过不懈的努
力，她和她的团队终于发现了青蒿素。与屠呦呦共事四十多



年的同事说：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
的人，心无旁骛。

在屠呦呦的身上，我看到了严谨认真、脚踏实地的品质，尤
其是在失败和压力面前永不低头，不屈不挠的精神。

反观我们自己，当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一点点的挫折和压力
时，有的同学就叫苦不迭，轻言放弃。例如遇到一道数学难
题，还没尝试就觉得自己不会，例如800米跑步，跑了没几步
就不跑了，例如一次考试失败，就认为自己次次考试都会失
败等等。以至于要么整天将愁闷挂在眉梢，在对自己的不信
任中无法自拔，要么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彻底放弃自己。这
些都是不可取的态度。。我们要学习屠呦呦身上那种孜孜以
求、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学习生活固然枯燥而繁复，但这
是为我们今后人生打下基础的最好时刻，我们要抓住每一个
前进的机会，也不能放弃至关重要的准备期。我们不仅要放
眼广阔的地平线，也要去注意我们的每一个脚步，以及我们
的前进道路。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篇二

在纪念“七七事变”75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凭吊当年英勇的
抗日先驱英烈，回想历史，展望未来，感慨良多。中日两国
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交流的历史，五
千年文明的中华，在西风东渐以前，一直是东瀛告别洪荒步
入人文的师长。然而在近代，东倭却又一次走上对外穷兵黩
武的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而且这一次不再是简单的冒用
“中国征东将军”的名义跨越对马海峡，而是“大日本帝国
天皇”的野心，矛头直指当年的恩师之国——中国，历时半
个时世纪的血腥浩劫，给中国和亚洲其它一些国家造成了深
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
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是中日两国政府



关系，以及两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基础。虽然1972年日本在
《中日联合声明》中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
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
省。”由于日本开始对历史问题有了这一基本认识，中日两
国才得以实现邦交正常化，民间互通有无。随着30余年来，
数届清醒的日本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而总体上逐渐有
所进步。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代表日本政府发表谈
话，就过去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的巨
大损失和痛苦的历史，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这对促进
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但同时从田中教荣到小泉纯一郎，也有数届逆历史潮流的日
本元首和政客，公然朝拜“靖国鬼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
魂，为右翼邪恶势力帮凶;人们不能不看到，日本一直存在一
股干扰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逆流，并且这股反动潮流，有增
无减，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日本右翼势
力顽固地宣扬反动历史观，为过去的侵略战争翻案。日本有
一个旨在为所谓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的出版物，洋洋数十万
言，所持历史观之反动，翻案气焰之嚣张，令人吃惊。甚至
在日本发展到公开修改教科书，否认历史罪行。

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时，公然把“九一八事变”歪曲成日本的
“防卫战争”，把“七七事变”说成是中国的“阴谋所致”，
连日本在本世纪初向北洋政府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
一条”，也被公然说成是日本在“巩固既得利益”。概言之，
它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全盘否定，统统抹杀。并且发展的右
翼政府公然以武力，违背国际公法，在东中国海钓鱼台列屿
非法拘押我中国公民。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妄图“八泓一宇，称霸世
界”，即把对外扩张作为基本国策。19世纪甲午战争窃取琉
球和台海，20世纪30年代，日本先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和
“七七事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在1931年
到194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日本犯下的累累暴行，令人发



指，其证据在案，铁证如山，罄竹难书。然而今天日本某些
丧心病狂者竟然对此辩解说，“因日本土地和资源缺乏，有
时需要向其他国家要求生存所需的权益”，这真是不折不扣
的强盗逻辑。这类胡言乱语同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的舆
论蛊惑和煽动何其相似乃尔。这些人似乎仍然生活在当年的
军国主义狂热之中。

这些人还对在历史问题上表态比较客观的日本政界人士大加
攻击，对日本正直的舆论界和教育界人士发泄强烈的不满，
抱怨日本患有“民族自虐症”和“历史自虐症”。他们对日
军暴行的无数人证、物证，对中国、日本和国际上的如山案
卷记录目盲心蔽，对中日两国人民希望世代友好的愿望视而
不见，一味地为侵略战争制造各种辩词和遁词。他们甚至扬
言要改变现状，重树什么“正确的”历史观，以恢复“民族
自信心”和“民族精神”。必须指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疯
狂肆虐时也曾鼓吹过所谓“民族精神”，正是这种“民族精
神”不仅给亚洲人民，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今
天这些人又在起劲地鼓吹这种“精神”，他们究竟想要把日
本引向何方?要给日本在国际上树立什么样的形象?他们这样
做，只能使周边国家对日本更加警惕，也不利于日本今后的
发展。日本明智的政治家、各界有识之士对此不可不察，不
能听任这些人把日本引入歧途。

本世纪以来，日本走过两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两
种截然相反的历史结局。两相对照，不难得出正确结论：坚
持和平发展道路才是日本的根本利益所在。利害昭昭，殷鉴
不远。但是，日本有些人却头脑膨胀，忘乎所以，甚至妄图
重温“军国日本”的迷梦。因此有必要正告这些人：要尊重
历史，以史为鉴，否则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古语云：知耻近乎勇。对日本而言，这应该意味着敢于
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错误，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
赢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成为国际社会中体面的一员。



以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如何面对历史的大潮，反映
着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政治和精神境界。在人类历史上，
一个民族陷入精神误区的情况并不少见，关键的问题是要有
走出误区的勇气和智慧。正确认识历史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
新的进步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希望日本走向和平发展之路，
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之路，而这条道路的起点之一，就是正
确对待历史。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孔融让梨》这个故事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我们小时候，
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爸爸妈妈也常教育我们，应该尊敬家
长，有谦恭礼让的优良品格。

孔融四岁时，把梨子让给兄长，四岁的小孩都懂得谦之礼。
叔叔阿姨们，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有时候一个小小的行为
也可以反映出你们的品质。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礼仪
应从我们每个人做起，从自己做起。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篇四

现代民主社会认为，政府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官员代表
着人民行使权力，而权力是容易腐蚀的，人民选举出政府官
员以后，并非一劳永逸，而是要对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不断
地进行监督。而作为官员，因为其行使了公权力，其行为关
系到公共利益，因而对其的道德和言行举止的要求相对普通
人来说要更高的多，官员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的保护要
受到一定的限制，民众有权知晓官员这方面的隐私，以判断
官员是否合格，这是民众行使的监督权利，也是民众判断官
员是否合格并决定其前途命运的必不可少的知情权。事实上，



各国法律对于官员的隐私的保护也是最低程度的保护。概而
言之，官员公布与其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是民众的权利，
也是其获得民众支持的前提。

然而，在衡山县的《一把手廉政访谈》中，我们看到的是，
对于官员的廉政访谈是在衡山县纪委发起和组织的，是贯彻
衡山县党委书记钟再群“我们就是要让一把手们‘亮家底
儿’，把官员们拿出来‘晒一晒’，以免等事后出了问题再
去教育和反思。”的监督一把手们的宗旨，本质是一种权力
对于权力的监督。尽管，具体事项由衡山县县电视台操作，
表征是一种舆论监督，但实际电视台是依权力行事，并非行
使民众的监督权。

权力监督权力不仅必要，而且具有强大的威力，但这一制度
也有其先天的不足。官员表面是面对电视台、面对舆论监督，
实际上其内心敬畏的还是上级的权力，是对上级的权力负责，
讲隐私是要我讲而不是我要讲，民众的知情权还只是权力所
施舍的，而不是民众为监督政府选举政府官员所固有的。因
而，如果上级只是把廉政访谈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或上级
的上级并不满意于这种做法时，廉政访谈的命运似乎早就注
定了是无疾而终。我们注意到，湖南省纪委调研人员对访谈
方法的考察后，便发生了当地政府对媒体采访的婉拒和访谈
推广活动的悄无声息的事情。学者吴思认为：“当这种行为
带来的‘杂音’对官场产生影响时，尤其当这种‘杂音’已
经大到引起上层关注时，发起者就会退缩。”学者张祖桦也
说：“当现有的官场行为惯性与这种形式相冲突时，访谈只
能是昙花一现。”

因此，我们更应当看到的是对于官员的隐私的监督与知情，
本质是民众的监督权与知情权的体现，只有将其还原了是权
利对权力的监督。把它真正当成了是民众固有的权利，舆论
才能大胆介入，官员就有出于对自己官场命运的考虑，本着
可能本着对民众负责的态度，从要我讲到我要主动讲，以讲
出自己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隐私来求得民众对自己的信任，而



不需要权力鞭子的驱赶。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辅之权力对权力
的监督，就能产生更大和更持久的威力，同时，这时即使廉
政访谈对官场产生“杂音”，但这里面有着民众的权利参与，
上层的权力也不敢轻而易举地将其无疾而终。

但是，要将官员的隐私的监督与知情现实地转化为民众的权
利，将对官员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隐私的监督实现为权利对权
力的监督，却绝非容易之事。在制度层面的建设上，我们要
花很大的力气。首先，要让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充分发挥起
来，让官员不再对上级、对权力负责，而是对人民、对权利
负责。其次，要大力推行差额选举和公推公选，让官员之间
的竞争充分、激烈起来。再次，要对官员与公共利益有关的
隐私的公开纳入对官员选举与考核的范畴当中，如果民众对
于官员一些与公共利益有关的隐私产生的合理怀疑，官员有
义务公开和作出解释，否则人民有权不选举他或对其提出罢
免。

灾难的启示演讲稿篇五

现代私塾，想必大家都对这个词不陌生。它大致可以分为两
类，一类是孩子在家学习，家长请老师过来单独教授知识。
当然，还有一种现代私塾，形式、内容上基本等同于古代私
塾，也就是真真正正的复古的私塾教育。

南方周末手机版9月5日发布了一条新闻，标题叫做《读私塾
的孩子》，一下就吸引了我。一开始我以为是什么抨击现在
补课机构的新闻，点开来，却发现报导的是真正的私塾教育。
新闻讲述了一个小山村里面的私塾，有着几十位学生，终日
学习中国古代经典文化，新闻还附带了几张孩子们读书、食
宿的照片。

学习古典文化！这几个字瞬间俘获了我的心，很多人同我一
下，很容易就拜倒在千年前古人的智慧或绝妙的词句之下，
对着文言文这种文体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崇拜。而且，这



样的授课有益于培养我们的道德修养、个人素质，更是利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新闻太简短了，于是我又上网搜了搜更多的内容。

我了解到，这些私塾都是几个十几个家长联合起来创办的，
自己请老师来教孩子。孩子们都是三到十二岁的年龄，放弃
了去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这种教育形式在全国各地都
有，每个学堂的学生几个到几十个不等，跟着老师诵读国学
经典。我又开始在脑海里yy，想想我们全班所有人都穿着崭新
的汉服，捧着《中庸》《大学》，伴随着清晨的鸟鸣摇头晃
脑的大声朗读，实在是棒极了。

然而，兴奋只是一时的，从大段的文字中有一句平平淡淡、
一笔带过的话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句话是，“孩子们几乎不
学习其他知识”。这句话就好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的
激动。

于是，我想了很多。今天在这里，发表一些个人的意见，有
不一样的想法，欢迎来辩。

说了这么多，总归来说，就是我不赞同这样的教育方式推广
开来，但也不反对这样的学堂的存在，也许这些存在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真正地传承下去是有帮助的，那些从里面走出来
的孩子，将来指不定会是一个个国学大师。

再者，不赞同私塾教育，并不等于不赞同经典文化的教育。
经典文化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尽宝藏、泱泱大国的基石，没
有它，中国好像一个架空了的建筑，随时有坍塌的可能。一
个有历史、有内涵的民族，才有凝聚力，国学，正好给了我
们历史、给了我们内涵。

有人提出对私塾的解决方案，就是加大其他科目知识的摄入。
我觉得，那样的方式，等同于在现代教育中加大对古代文化



的学习。我赞同加大国学的比例，但教育方案的具体的操作
改革，就不是我所能够掌握的了。

脚踏国土，头顶青天，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新鲜的知识作为
能量，大步向前踏去，但我们的肩膀，承载的是千年前古人
留给我们的无尽的瑰宝。传承、发扬，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责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