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通用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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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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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
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有人觉得有钱就是快乐，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有人觉得自由
自在就是快乐；而我觉得读书是快乐的！

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籍是全
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如果没有书籍，就像是花儿没有了阳
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像是鸟儿没有了翅膀。

小时候，我不爱读书，因为我觉得读书是枯燥无味的，但我
真正去用心品读的时候，发现读书真的很快乐！每学期，妈
妈都会给我买许多课外书，家里的书已经堆积如山了，其中
我最喜欢的是《水浒传》，里面的“智多星”吴用，别看他
名字是无用，可他的能耐大得很；也喜欢《鲁滨逊漂流记》，
因为这本书让我明白遇到困难，不能放弃，要勇敢地去面对；
还喜欢《苏菲的世界》，因为它告诉我，要善于观察，勤于
思考，勇于探索！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书，让我们认识了
许多作家、文学家，我们用心读他们的书时，就像和他们交
流，了解了他们的思想，理解他们的心情；读一本好书，就
如书带你去旅行。每一本书，都有不同的意境，用心去读，
仿佛让你身临其境。读一本好书，就如交一个朋友，孤独无



助时，去翻开它，它陪你度过寂寞无聊的时光，快乐相伴！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吧！享受书的乐趣，茁壮成长！

谢谢。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篇二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为《快乐与至乐》，希望这个话题对大家
来说，不会感到太过沉闷。快乐，不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还是在思想史的思考中，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在西
方哲学中，就有一个“快乐主义”的哲学流派。这个哲学流
派经过种.种变形，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有影响。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等重要的思想家，无一不对“快乐”进行过广泛而深
入的思考。中国也有这样关于“快乐”的类似学说。在近代，
大家可能最了解的是伦理学中的功利主义学派，他们把人生
的目的定义为追求快乐。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又比如
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对人性进行研究，他就把它叫作“快
乐原则”。把快乐和人生追求的总目的等同起来，这在哲学
史上，叫作“快乐主义”。的确，快乐似乎天然是好事。我
们似乎都在追求快乐，但不是把它作为手段而是作为其自身
来追求。过节时，我们祝亲友节日快乐，没有祝他不快乐的。
我们自己也愿意快乐而不愿沮丧，碰到沮丧的时候，我们希
望它赶紧过去，快乐当然也会过去，但我们不会盼它消失。

不过，把快乐等同于善好，也有很多困难的地方。我曾经询
问过别人《西游记》里谁最快乐?有人回答说是“猪八戒”。
感觉他似乎显得要比唐僧、孙悟空快乐。不管猪八戒这个形
象是不是最善好的，但的确给人印象深刻。我们这把年纪已
经认识了好多人了，都会感觉猪八戒是比较典型的男人的写
照：好吃、有点好色、有时也有点小勇敢。有些人可能觉得
他的这种性格还挺可爱，但我们很难把他的这种性格和善好
看作是一样的。《石头记》里谁最快乐?想来想去，也许是薛
蟠。还有在现实生活里，听说雷振富在被抓之前，挺快乐的。



反过来，屈原忧国忧民，不怎么快乐。《复活》里的聂赫留
道夫，忏悔之前过得挺快活的，后来跟着玛斯洛娃去流放，
就不那么快活了，但那时他才成为善好之人。有人嗑药，以
此获得快乐，这快乐是好的吗?且不说有人幸灾乐祸，有人，
有人虐杀动物甚至虐杀人类并以此为快乐，以此求乐。想到
虐杀者和者也能获得的快乐，我们似乎很难再坚持快乐总是
善好的。

我之所以会翻来覆去地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形成了挺大
的张力。一方面，快乐这个词似乎生来就带着某种正面的意
味。比如，你爱谁，你就会希望他快乐。如果你爱你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你也会希望自己快乐，不会愿意自己总保持
在痛苦的状态之中;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不
与善好联系起来的快乐。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种一贯的看法，
使得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不再那么矛盾呢?古希腊时期的“快
乐主义者”，比如伊壁鸠鲁，他说的快乐首先不是那个声色
犬马、吃喝玩乐的快乐。他说：“我们说快乐是主要的善，
并不指肉体享受的快乐，使生活愉快的乃是清醒的静观。”
这种哲学主张读书、求知、理智才是真快乐;虽然我很赞同他
们，但另外一方面，你也很难否认那些声色犬马不是快乐。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何为“快乐”，而不是如何获得快乐。通
常在讨论伦理道德时，会有两种谈法。一种谈法就是告诉我
们，我们应当怎样做，这种谈法像是老师对小学生的教育。
这并不难，困难的是我们后来遇见了不同的思想、观念、想
法、习俗，这时候我们会生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
这样快乐?而所谓的哲学讨论，应该是在回答这个“为什么”
的问题。仅仅说我们怎样获得快乐是不够的。我们首先想知
道为什么我们应当求取这种快乐。

我刚才讲到了，功利主义者把人追求快乐看作是人最天然的
目标。这个功利主义是与康德的道义论相对而言的。康德讲
的是我们应该按照某种道德律令去行动，和追求快乐是没有
关系的。当然，功利主义的提倡者边沁、密尔等都会承认，



声色犬马之乐能够乐于一时，长久上看来，却并不快乐。我
们人类是有远见的动物，并不是禽兽，会考虑到后果的不利，
因为一时的快乐，比不上长远的痛苦。计算下来，如果不快
乐超过了一时的快乐，还是会决定不要这种快乐。

不过，买春的欲望、贪婪的欲望，这不是一个计算的问题，
而是一个诱惑有多近的问题。诱惑离我们很远时，的确是可
以比较冷静地去计算的，但是如果到了人跟前呢?诱惑逼近了，
他会很难抵御。快乐和利益不一样。如果将快乐分为短期和
长期来计算，那就像是一种买卖股票的行为了。

“快乐”，除了“乐”之外，还有一个“快”字。喝个痛快，
快意恩仇，引刀成一快，快哉此风，差不多都是因为快才乐。
引刀或可大笑对之，凌迟就怎么都乐不起来。

再稍微谈一下功利主义。它虽然主张每一个人都追求一己的，
但结论却并不是把每个人的快乐最大化。它的结论是我们要
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快乐。计算人类快乐总量是很
困难的，要不要把幸灾乐祸、虐杀得到的快乐也计算在人类
的幸福总量之内呢?这些问题是人们在讨论这些学说时都会提
到的。

我刚提到有些快乐是不好的。所以，有不少思想家从来就不
赞成快乐和善好是一回事。我不准备在这里把所有学说都过
一遍，只挑两三种说一说。一种是斯多葛主义，该学说高度
推崇自制。如果大家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就一定
会看到这位古罗马皇帝的自制。而自制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
和追求快乐是会有冲突的，至少不是一回事。斯多葛哲学家
一般会认为人生中重要的就是德性。而快乐和痛苦与有德和
无德无关。这个论证很简单，有德者有可能快乐，也有可能
痛苦;缺德者有可能快乐，也有可能痛苦。还有一种苦行学派，
如犬儒学派就比斯多葛学派多走了一步。

他们认为快乐不仅不是人生的目标.而且认为追求快乐就是一



种堕落。真正能够使人高尚起来的东西，不是追求快乐。而
且正好相反，是要让人过上一种有痛苦的生活，这就是大家
都知道的苦行主义。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思想
源远流长，特别是现在经济发达了，西方有的，我们也都有
了。但其实各个民族是有各自的特点的，其中我觉得中国文
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缺乏苦行传统。甚至有人说我
们中国是一种乐感文化。中国在春秋诸子时期，真的是什么
都有。到了秦汉大一统之后，春秋中有些东西被继承和发扬
了，有些东西被边缘化、消失了，或者是接近消失。在春秋
诸子中墨子是带有苦行主义的，但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都
不谈墨子。在诸子众家中，墨子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学问
上是重逻辑学的，在伦理上是重苦行的。但这两点在中国的
传统中不怎么被传播。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昨天下午，我两点半就来到了大舞台哪里准备化妆，因为我
们晚上要演出。

我们舞蹈班的同学换号衣服以后，就在那里排队化妆，辛亏
我是第二个，要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呢。

我们全都化好了以后就开始彩排，我们班有两个节目，一个是
《吉祥》第八个演出，另外一个是《和谐阳光》最后一个演
出，所以我们不用太紧张。彩排玩之后，老师说：“现在同
学们可以去吃饭了，七点半的时候在到这里集合”。老师说
完我就和妈妈去吃饭了。

吃完饭，我和妈妈就马上去了大舞台那，同学们还没有到齐
呢。到了晚上八点钟演出开始了，节目一个接一个的上了舞
台，到了第七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等着上台。终于
到我们演出了，我的心里好紧张，我在台上全神贯注的表演，



生怕有什么地方跳错了，我们的节目结束了，台下爆发出雷
鸣般的掌声。我们下台以后就赶紧换下一个节目的服装，因
为服装和头饰很麻烦，等我们都换好服装的时候已经是倒数
第二个节目了，老师已经催着我们去后台准备了。因为有前
面演了一个节目了，这次上台就不那么紧张了。我们的舞蹈
表演的很成功，演完之后其他舞蹈的同学也一起上台来谢幕，
然后整场晚会就结束了。

那一个晚上真是又激动又快乐呀！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篇四

一年四季有那么多节日，有一个节日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一
年四季有365天，有一天是我们最快乐的——这就是“六一”。

吃完早饭，我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路上，花儿冲我
微笑，树儿向我招手，鸟儿给我唱歌。到了学校，我刚进教
室，老师就笑着大家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领你
们做游戏，让你们玩个够，狂个够，爽个够！”“耶！”大
家的欢呼声简直要把屋顶给掀开了。

游戏一：寻宝

老师一声令下：“开找！”同学们便飞也似的奔向操场，立
刻展开了地毯式的大搜寻。瞧，一个个都像侦探一样低着头，
弯着腰，寻找着蛛丝马迹，更有甚者还拿着放大镜装模作样
地找。老师藏的可真隐蔽，同学们仔仔细细地寻找着，不放
过任何地方：草坪中、砖头下、石缝里、大树上。。。。。。
我找找找，我翻翻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转亭下面找到
了一张纸条，打开一看：哇！上面写着二等奖：香辣青豆。
我立刻跑到老师那去领奖，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美味的
青豆。



游戏二：打口袋

我和王璞站在两边，其他人站在中间。只见口袋满天飞舞，
一会儿从东飞到西，一会儿从西飞到东，可场上的人却不见
少。之后，我们俩改变了战术，一会儿高抛，一会儿低打，
令他们防不胜防，许多人因躲闪不及“中弹”而“壮烈牺
牲”。这时，“阵地”上只有几位“英勇不屈者”了，我拿
着口袋，瞄准王胜锋，给他来个“爆头”，口袋以一道优美
的弧线正中他的脑袋，可没想到口袋竟不争气地掉在他手中，
来了个“爆头接球”。他这一“壮举”，赢得了“同党们”
的阵阵掌声。

游戏三：警察抓小偷

老师当法官，我们几个男生当警察，其余人全部当小偷。游
戏开始了，我们立刻展开了这次抓捕大行动。小偷拼命地跑
着，警察紧追不舍。“抓到了！”“抓到了！”随着喊声，
便有几个“罪犯”被送到了警察局。我们乘胜追击，联手奋
战，小偷一个个都落入了法网。“法官”最后判决如下：警
察押送小偷回教室做游戏。哈哈！

游戏四：贴鼻子

“调皮大王”于小雪蒙上眼镜，左转三圈，右转三圈，摇摇
晃晃像个醉汉似的，走上讲台，脚跟还没站稳，拿着鼻子不
管三七二十一就贴，可爱的娃娃立刻成了独眼龙。全班同学
哄堂大笑。再看“超级笑星”王月拿着鼻子毫不犹豫猛地一
贴，鼻子居然跑到了娃娃的耳朵上，好像在和耳朵说悄悄话
呢！同学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唉！一个个不但没给娃
娃“整容”，反而倒“毁容”了。这回看我的，我拿着鼻子
闪亮登场了，小心翼翼地一贴，不偏不倚，正好贴中！顿时，
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游戏五：击鼓传花



游戏六：组句子

老师将全班人分四组：一组写人物，一组写地点，一组写神
情，一组写事件。写完后组成的句子是这样的，你听：“孙
悟空——在厕所里——悲伤地——玩电脑。”“咸蛋超
人——在火焰山——高兴地——吃饭。”“毛泽东——在操
场上——笑着——跳芭蕾舞。”……一个个搞笑的句子逗得
同学们捧腹大笑。

快乐六一我们的节日演讲稿篇五

新的一周即将开始，祝同学们学业进步，老师们身体健康。

其实不然，生活处处有阳光，生活处处有温心，生活需要我
们慢慢的去品位，我们要学会用发现的眼光，发现的思维去
审视我们身边无意流过的瞬间，要在一霎时捕捉快乐，将他
储存，在快乐中学会学习。

姐妹们我们相距于太中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的学习生涯又
有几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充分的把握住美好的今天，让遗憾的
身影统统见鬼去吧!在我们的周围——早晨，仅需几分钟，校
园的美景尽显眼帘，呼吸新鲜的空气，感受生命的脉搏多么
的跳跃;疲惫的学习后，几分钟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我们在学习中获得了什么，而获得的东西是否对我们有帮助，
我坚信“书中得到的知识，肯定是有益而无害的。这样，这
样在充实的学习中忘记烦恼，因为我获得了我需要的知识，
变的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能够在任何环境中保持一颗快
乐的心，可以让你更有把握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成功。由此
可见快乐在一个人的人生中是多么的重要，如果生活没有快
乐，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失去色彩，活着就没有了意义。

当今社会，人们已经忘记了快乐，他们为了获得充实，靠金
钱和财欲给予自己，却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快



乐，有言曾论断“乐观是养生的唯一秘诀，常常忧思和愤怒，
足以使健康的身体变成衰弱而有余”。因此充实和快乐应两
者兼得。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