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 阅读
经典演讲稿(模板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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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
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书既能积累知识，又能丰富情感，更能给我的课外生活带来
无限生机。周日的午后，终于从作业的重重包围中杀出一条
血路，此时，伸个懒腰，信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然后
全身放松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酌句品读，是多么惬意舒心
的事呀。这当中，更能令我深醉、痴迷的莫过于《格兰特船
长的女儿》这本书了，是它将我从平实的生活中一步步领入
科幻的世界，是它使我更加热爱科学和生活。

其实，爱上这本书也属偶然，一次在我百无聊赖、心烦意乱
时，随手在书架上抽到了它，开始只是胡乱的翻了几页，然
而就是那么草草的读了几行，便由然而然地被其深深吸引住
了。也正是这本书，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什么是“爱不释手”，
什么是“废寝忘食”了。

《格兰特船长的女儿》为我敞开了科幻的大门，为我打开了
文学之窗，在浓浓书香和郁郁书情的陪伴下，我享受阅读，
阅读享受。



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天地间有这样一部大气大成的经典：它以人类千年的文明为
书页，以自然永恒的真理为书脊，以人与自然复杂的统一为
线装订成册。感谢老师将它交给了我，感谢生活用它教育了
我，感谢社会天天在上面增加着批注。下面，请允许我荣幸
地将它一章章打开，和您一道来品读这部经典。

翻开第一章，标题是几个力透纸背的朱红篆字：阅读开启智
慧之门。“读书，实际上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
伟大智慧相结合的过程。”高尔基的哲言引出了本章的讲述：
从悬梁刺股到囊萤映雪，从韦编三绝到凿壁偷光，从中山先
生流亡窘迫中仍用来买书的数十英镑，到富兰克林装满书的
背包……这些事例让我感慨尤深：凡成大器者，无不以书为
师，与阅读为友。是啊，正是凭着阅读这双翅膀，我们的思
想才能穿过仁爱非攻的诸子百家，来到“理学”、“心学”
宏辩的“鹅湖之会”，最后停落在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
博爱上;正是凭着阅读这双翅膀，我们的心灵才能飞过“关关
睢鸠”的《诗经》，与李杜交流盛唐的风骨，最后停靠在曹
雪芹“花落人亡两不知”的《红楼梦》里。慢慢合上这一章，
我意识到：正是凭着阅读，文明得以传递，智慧得以传扬，
自我得以成长!

再翻开第二章的封页，几个黑色正楷字凝重而醒目：小心阅
读戗害智慧。下面是叔本华的一段警语：“读书时，我们的
头脑实际上成为别人思想的运动场了。所以，读书愈多，或
整天沉浸读书的人，虽然可借以休养精神，但他的思维能力
必将渐次丧失。”我猛然警觉：不错，阅读可以将读者的思
维点亮，也可以将读者的智慧埋葬!



智者读书，书是智慧的凝结;愚者读书，书是字符的堆砌。以
智慧为伴，我们的阅读才不会只看到茴香豆的`“茴”字有四
样写法，你会发现八股文的角落里确实藏着“吃人”二字;以
智慧为伴，我们的阅读才不会到处是情场的眼泪、职场的抱
怨，你会发现《物种起源》《时间简史》其实也美不胜收;以
智慧为伴，我们才不会老是《向左走·向右走》与《蛋白质
女孩》《第一次亲密接触》结果《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
你会经过《红与黑》的考验和《百年孤独》的反省懂得《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沉重地合上这一章，我醒悟了：智慧地阅
读才能为你带来智慧。

继续翻开下一章，绿色的格调洋溢着清新的气息，封页上用
行书题写着：阅读仍需行胜于言。此章开宗明义：“阅万卷
书，读万里路”。阅读不仅是读书：读书为一，读人为二，
读自然为三，三位一体，方可以孕育和生发万物的智慧。是
啊，对我们大学生而言，调研路上的艰辛，支教路上的温暖，
呵护花草时的感动，不都是另一种阅读带给我们的独特感受
吗?阅读，也只有走出书本的象牙塔，与人生、与社会、与自
然喜结良缘，方能和智慧真正地牵手。

老师们，同学们，同胞们，合上这一部旷世经典，我不禁想
起了中山先生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
生活。”今天，我们两岸同胞也正是在用阅读来找寻两岸和
谐发展的大智慧!既然已经有了美好的开始，那就让我们手牵
手，心连心，用智慧续写这部名叫“中华文明”的经典，用
博爱创造华夏子孙幸福的明天!

谢谢大家!

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篇三

阅读让我增长了许多知识;阅读让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阅读
让我体会到了生活的美好;阅读让我放飞理想。下面是小编带



来的阅读演讲稿，仅供参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读书是人类最古老的习惯之一，中国人历来就有“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传统。图书馆是公民终身读书和继续教育的学
校，在履行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保证公民自由、平等获取各
种文化信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也许与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因为在我生下来时，妈妈就
已经在新华书店上班啦!也就是说，书是伴我成长的。每次放
寒假、放暑假我都和妈妈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有
时认真起来，一天能看十多本书。也不知为什么，一天读这
么多书，我却丝毫没有厌倦的感觉。人生在世，修身养性，
都离不开读书，也许，我的一生，难以成为像韩愈、孔子等
知识渊博的人，但我一定能做胸有点墨的人。

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说过：“我一生的嗜好，
除了革命之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
”几十年来，孙中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天都要读些
书，甚至在火线指挥作战时，也都带有书籍。他一生的好学，
被同时代人誉为“手不释卷”、“无不博览”的表率。

臧克家曾说：“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确实，
读书重要，读一本好书更重要，它会成为你的朋友，成为对
你有帮助的朋友。人的一生离不开书。与书为伴，可以使人
清雅脱俗，心胸豁达;以书为友，可以使人睿智深刻，懂礼明
志。

再谈一谈我们所学的文言文，它是典籍。如果先哲的书也如
现代书籍般的卷帙浩繁，恐怕即使未被绵长的历史所淘汰，
也将被忙碌的现代人所遗弃了。这也使我明白为什么外国人



说中国人是内向的，不善也不喜欢宣扬自己。这与我们的先
人必然有很大的关系，就如老子的一句“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

对于书，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其也只有好评。“书犹
药也，可以医愚”(刘项语)“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
甫语)“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高尔基语)这些名言都是我们
所熟悉的。显然，人生是离不开读书的。人生，就是一本读
不完的书，书的内容需要你自己来谱写，书的味道就要看你
怀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读这本充满哲理与悬奥的人生之书。

让阅读成为习惯，使公众在阅读中提高品质与素养不仅是历
史赋予图书馆人的使命，也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学子的使命。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为营造全民读书
与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全民素质、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在我们人生道路中，要不停的学习，只有学习我们才能进步，
才能更上一层楼，才能成为祖国的栋梁，而在我们学习的过
程中，有一个人一直在陪伴你，一直在支持你，这个人就是
书籍。

书籍在你学习中扮演的角色有很多，也许它是你无声的老师，
也许它是陪伴你的伙伴，总之它都在你身边，默默地陪伴着
你、帮助着你、支持着你。虽然它不会说话，但在你每次遇
到困难的时候，他都会帮助你解开一个个的谜题。在无聊的
时候它也会做你有趣的伙伴，它有可能会给你讲一大堆的笑
话也可能会给你讲一些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从小时候时，我们开始看图画书，渐渐到少年时的我们，看



的是满书文字的一些充满道理的书，等长大之后，看的就是
那些有哲学或有市场类的书了，不过不管我们看的什么书，
它一定会使我们学会一些东西。让我们投入书的怀抱，用心
去揣测书中的情感，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好世界，好比说
《三国演义》的豪情壮志，《繁星·春水》的人间真情，
《红楼梦》的心潮澎湃，这些都流露着读者对这些书的简短
而不虚假的感受。

书可以使人变得风趣，也可以使人视野开阔，更能够改变一
个人的气质，上天给予了我们梦想的宝藏，而这宝藏的藏宝
图就是书籍，认真阅读，一步一步的前进，最终实现自己的
梦想。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咖啡是苦的，只有加糖才能变得甜美。要我说，人生也是苦
的，只有阅读，才能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那么，想让这有
滋有味的生活保险，那就得让阅读形成一种习惯。

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想要养成阅读的好习惯，首
先得有兴趣。那么问题又来了，怎样去培养这种兴趣呢?你得
先去接触。很多人是不是看见书就烦，一看到书上那密密麻
麻、星罗棋布的字就眼花缭乱。我来告诉你，如果，你真的
很烦，得先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再去看，可以先看看目录、
简介和大概内容。这时候，你就大致地了解了这本书写了什
么。这时，你的兴趣就被提起来绿，可以翻开这本书的第一
页，慢慢咀嚼。也许，你一开始只读了那么几页，但这也是
一种收货。逐渐你会发现阅读的快乐，并自然地、主动地、
如饥似渴地去阅读。这时，好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

也许，你并不知道为何要去阅读，也就是阅读的好处，那么，
让我来告诉你。很多人说，阅读可以开阔视野，积累作文素



材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这只是外
表，而我喜欢的，是阅读的内在。当我烦恼时，阅读可以让
我心平气和，慢慢地、慢慢地，我便会完全沉浸于书的世界，
所有的烦恼也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在这时，我对外界的一切
都充耳不闻。“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性格”这是我感同身受的
一句话，因为，在读书后，我的性格也发生了改变。从前，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现在，有了书，我学会了等待，并且
大家更喜欢我了。性格能让阅读改变，那么命运也会因此而
改变。

可能又有人说，我每天怎样怎样的忙，没有时间阅读。那么
让我来告诉你，“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我们要学习雷锋叔叔那种螺丝钉精神，充分利用一切时间，
即使很忙，也一定要花些时间来阅读。不要把阅读看成一种
劳动，一种负担，而要把阅读当成一种休闲，一种放松。

照着我的做，久而久之，阅读不仅会成为一种好习惯，更会
成为生活中的调味料，一种必需品。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庄子说：“人生如白驹过隙，一瞬而已。”一个人生命的长
度我们无法注定，可是生命的宽度与广度我们却可以决定。
阅读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润泽、更广阔、更丰厚的最好方式。

书籍是历史的镜子，读书可以穿越时空隧道，与人类文明进
行无障碍对话。今天可以同李白、曹操“对酒当歌”，明天
则与高斯、阿基米德慨叹“人生几何”。西汉目录学家刘向
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
好学，如炳烛之明。”而爱因斯坦则把“阅读”当成了“悦
读”，他说：“我由于读罗素的著作而度过了无数愉快的时
刻。”



其实，阅读随处可见，它就如衣食住行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
我们的生活中。但阅读却并不意味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
心只读圣贤书”，我们通过阅读丰富知识、开拓视野，了解
各种各样的时事：比如，现如今中国与菲律宾“剑拔弩张”，
战争“一触即发”;再比如，朝鲜虽穷但“志存高远”，硬要
造火箭，不幸却被联合国无情压制——这些都是通过阅读才
知道的。可以这么说，没有了阅读，我们就像幼时的海
伦·凯勒一样无助，跌入黑暗的深渊，失去了与外界沟通的
介质。

不仅如此，阅读还有一个更大的作用，就是使我们的思想升
华，灵魂净化。《诗经》和《圣经》，想必大家都有所了解。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民的诗
句穿越三千年时光，响起在我们耳畔时，仍会让我们心潮澎
湃;“爱是含忍的，爱是慈祥的，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
不作无礼的事，不求己益，不动怒，不图谋恶事，不以不义
为乐，却与真理同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上帝的教诲和圣母玛利亚的喃喃细语萦绕在我们
心头，不绝如缕。《诗经》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文化的精髓，
《圣经》是基督教徒高贵的信仰。读《诗经》，我们美好地
想象世界;读《圣经》，我们虔诚地向往天堂。美好、圣洁的
文章，给了我们最隽永的乐趣和最恒久的动力。

事实上，阅读还是一个能使我们明白人生道路的途径。通过
阅读，我们经历着作者所经历的坎坷和挫折，又随着作者的
站起而坚强，在大起大落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坚强和坚毅。
就像《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一样，他就如“天地之蜉蝣，
沧海之一粟”一样渺小，然而就是这渺小的人，从一个不谙
世事的农村娃成长为一个有志气、有理想、负责任的青年，
就是他这种永不言弃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感染了我，也感动了
世界。

温家宝总理说：“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
希望的。”也有人说：“最庸俗的人是不读书的人，最吝啬



的人是不买书的人，而最可怜的人就是与书无缘的人。”其
实，作为青少年来说，当前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时候，
通过阅读美好、圣洁的文字，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树立
积极的人生观。梁启超说过：“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
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
球。”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青少年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
一个人成功的因素不只是读书，但读书却是一个人成功的重
要因素。

古人云：“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

莎士比亚也说过：“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
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那么，就从现在开始，
从你我做起，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飘满校园。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谈起读书，那我要说的，就可多了。读书，让我了解了我很
多不知道的事情，每当我捧起书本，去阅读那些书籍时，我
就会发现，读书，其实很有意思。小时候，妈妈总是给我读
故事书，我听得津津有味，每天晚上总是缠着妈妈讲几个故
事才肯睡觉，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把它视为”好东西“。在
后来每当电视上讲起很多历史谜案时，我总是抱着很好奇的
心理去看，可是，这远远不足于满足我的好奇心。刚上小学
时，妈妈就给我买了《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探秘的书，我
那时斗大的字还不识几个，但基本的意思还都知道，这便为
我打开了书的王国，从此，我喜欢上了读书。

读书可以让我增长知识，也能让我立下远大的志向。在我读
过关于文天祥的故事后，就非常欣赏他那样伟大的爱国情怀，
我立志要做文天祥那样人。有时，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作
者攀谈，让你的心潮澎湃，比如沈石溪写的《斑羚飞度》，



读完后，我深深为动物们的真挚情感所打动，我学会了爱护
动物，理解动物。读书与一个人的未来息息相关，一个人如
果不读书，他只能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没有坚实的老大粗，
可见，读书是多么重要。毛泽东的父亲没有读过书，他希望
毛泽东识几个字就行了，不要再上学堂，去种地。毛泽东通
过读书了解很多社会不平等的事情，经过大量的读书学习他
了解了马列主义等先进思想，最终实现了新中国的成立。

通过读书，我还知道了很多历史故事。读了一本好的历史书
后，我了解了古人的生活，古代发生的事，以及很多我想知
道的事情。我曾读过《中国通史》、《三国演义》、《明朝
那些事》、《尘封的古埃及》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汉武
帝时期卫青、霍去病出征匈奴;曹操广纳贤臣，诸葛亮六出祁
山;徐阶智斗奸臣严嵩，王守仁平叛江西;拉美西斯二世大战
赫梯国，图坦卡蒙死亡之谜。都是我所喜爱的，他们带给了
我欢乐。

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我讲话的题目是《在阅读经典中成长》。

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在外界价值的诱惑和滋扰下，始终保
持一种内在的尺度，始终有一种精神的充实。”朱永新教授
指出：“没有什么比阅读更重要的了，因为精神力量的来源
就是阅读。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
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她的阅读水平，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
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读书，是万世之基，也是素质教育
的基本途径。”朱教授的这段话强调的就是，一个人的精神
要健康成长，就必须阅读经典。

学生在高中阶段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很难定性地说是什么样



的人，我只能说学生在我们的教育阶段中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素质。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阶段中，学生还是一个正在发展中
的人。所以，我们是为学生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某种可能，
奠定某种基础。我认为以良好的心理健康为基础而形成的高
尚的道德情感应该是一个学生首要具备的素质，有了这样的
素质，学生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所期望的真正的人。而这
样的素质是一个人精神健康成长的基础，要夯实这个基础，
阅读经典是必不可少的。

目前，我们已经在高二和高一开展了阅读经典的教学活动，
很多同学的摘抄点评和书评文章表达了深刻的感悟和独到的
见解，有的书评获得省市征文一等奖，有的书评在报刊上发
表，有的书评在我校校园网页“学生大军读名著”上刊出，
引起了媒体和读者的关注，获得了社会的好评。而更为重要
的是，同学们在阅读经典中极大地丰富了精神生活，感受到
经典给精神健康成长带来的力量。

有一位同学在读了《红楼梦》后写道：

我欣赏贾探春，是在于她的智慧，在于她的眼光，诚然，她
没有林黛玉的才学，没有薛宝钗的娴雅，没有史湘云的可爱，
甚至连作势弄权也不能完全与王熙凤相匹敌，但是她卓越的
能力，尤其是在王熙凤患病期间，她对大观园的管理和改革，
也能体现她的政治才能，富有政治家的精神，虽然那场改革
更多地让我想起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的改革。已是末日，又怎
能有结果?但是她依然能在被抄家之时，只许搜自己的箱柜，
而绝不能动她丫鬟的东西，极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主子形象
的尊严，即使这尊严毫无意义，但是这样的精神却令我喜欢
这个敢说敢为、决断果敢的女子。或许也是因为自己近于叛
逆期，贾探春便成为了我这一阶段所踏过的旧梦。

又一个同学在她的《读书》一文中写道：

我也喜欢玩游戏，而书与游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因为寂寞



玩的游戏，结束以后又重新归入寂寞，一旦沉溺，你将在醒
来的那一刻掉入更为浩大的虚空，就像热闹过后只剩一人的
冷然。书，却是真正可以填补内心的东西，而具有这种功能
的，世间除了生活和书以外，再无第三样。”……“书就是
这样，可以让一颗疲惫的心得到休息，读后更是手有余香。
借用形容罗马法的一句名言，书有着“超越时间、空间的永
恒价值”。

又一位同学写道：

文字让我沉醉，阅读让我心驰神往。美丽的文字真的让阅读
成了最美丽的享受。终于明白，那一块块黑色的铅字都是历
经了人世的浮沉，看尽了人世的沧桑，才能这么稳稳地嵌在
书页里，凝着作者的智慧，凝着岁月的痕迹。从幼稚到成熟，
我以为我的成长都是凝在铅字中，嵌在书页里的。回顾那些
过去的岁月，似乎所有的时光都被凝在了那白底黑字上。从
敬畏到崇拜，从喜欢到欣赏，我的每一点的成长，那每一页
书页，每一块铅字都会记着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够永垂不
朽，然而我宁愿相信铅字不老，书魂不朽。愿岁月永恒，凝
在不老的铅字里。

同学们!我们倡导“多读大用之经典，少做无效之闲题”，让
促使我们精神健康成长的经典阅读成为我们学习生活的重要
内容，让我们在经典这个原生态的世界里，去沐浴明媚的阳
光，吸取新鲜的空气，畅饮纯净的泉水吧。

以阅读经典为话题的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我是9号，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千年的经典，博大的文化》。



我记得在巩校长主编的《高中国学读本》中，开篇杨敬农书
记就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
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
何以齐家，何以治国，何以平天下？”

那怎么来明德、修身呢？我们这里说就是要阅读国学经典，
弘扬中华文化。

一直以来，我也经常在思考，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到底怎
样传承经典，弘扬文化呢？我又想，幸好我是一名语文教师，
这样我不仅可以在课前、课后的.诵读中引导学生学习经典，
更多的是我们可以在课堂上学习经典文化。在《论语》中，
我们看到了孔子的仁爱，看到了周游于列国之间，悲悯世人
的仁者形象；在《孟子》中我们看到了孟子的浩然正气，看
到了奔走于诸侯之间，宣扬主张的勇者形象；在《荀子》中，
我们看到了智慧，看到了“学不可以已”的进取者形象。

墨子教导我们要一腔热血，救助苦难；韩非教导我们要冷静
处事，直面人生；老庄说，我们要辩证的生活、艺术的人生。

读经典，读巨人，读出智慧，读出人生。

于我而言，阅读经典，就像在午后的阳光下，躺在小院的椅
子上，透过斑驳的树叶来仰望天空，我感受到的是心灵的一
方宁静。

于我而言，阅读经典，就像爬到高高的山顶俯视大地万物，
让我拥有“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

于我而言，阅读经典，就像站在长河落日的余晖中，远望滚
滚东逝的长江水，让我体悟的是智者的豁达、乐观。

亲爱的同仁们，阅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明，让我们一起
来守护我们的传统文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