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抑郁的演讲稿(汇总6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合发表的讲话文稿。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抑郁的演讲稿篇一

演讲稿含义

演讲稿又叫演说词，它是在大会上或其他公开场合发表个人
的观点、见解和主张的文稿。演讲稿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演讲
的成功与失败。

演讲稿像议论文一样论点鲜明、逻辑性强，但它又不是一般
的议论文。它是一种带有宣传性和鼓动性的应用文体，经常
使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艺术手法，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演讲未必都使用演讲稿，不少著名的演讲都是即兴之作，由
别人经过记录流传开来的。但重要的演讲最好还是事先准备
好演讲稿，因为演讲稿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通过
对思路的精心梳理，对材料的精心组织，使演讲内容更加深
刻和富有条理。其二，可帮助演讲者消除临场紧张、恐惧的
心理，增强演讲者的自信心。

(一)确定讲题，选择材料

1.根据演讲活动的性质与目的来确立讲题

所谓讲题，就是演讲的中心话题。演讲稿的撰写必须在一个
有社会或科学价值、有现实意义或学术意义的特定问题中展
开，否则，将是无的放矢。



演讲者总是根据演讲的性质、目的来确定选题的。若被邀请
作学术演讲，就应该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自己掌握的
最新的学术信息，这样的话题才最具学术性。如果是在思想
教育性的演讲活动上作演讲，就应该针对现实中最新鲜的现
象和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发表见解。就连竞选演说和就职演说，
也要能把握住听众的理想和愿望来选题。

2.根据演讲主题与听众情况来选择材料

材料是演讲稿的血肉，所以材料的选择和使用在演讲稿的写
作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首先要围绕主题筛选材料。主题是演讲稿的思想观点，是演
讲的宗旨所在。材料是主题形成的基础，又是表现主题的支
柱。演讲稿的思想观点必须靠材料来支撑，材料必须能充分
地表现主题，有力地支持主题。所以，凡是能充分说明、突
出、烘托主题的材料就应选用，否则就舍弃，要做到材料与
观点的统一。另外，还要选择那些新颖的、典型的、真实的
材料，使主题表现得更深刻、更有力。

其次，材料的选择还要考虑到听众的情况。听众的政治素质、
社会地位、文化教养，以及心理需求等，都对演讲有制约作
用。因而，选用的材料要尽量贴近听众的生活，这样，不仅
容易使他们心领神会，而且听起来也会饶有兴味。一般而言，
对青少年的演讲应形象有趣，寓理于事，举例要尽量选择他
们所崇拜的人和有轰动效应的事;对工人、农民的演讲，要生
动风趣、通俗浅显，尽可能列举他们周围的人和发生在他们
中间的事作例子。而对知识分子的演讲，使用材料则必须讲
究文化层次。

(二)精心安排好开头、主体和结尾

1.开头要先声夺人，富有吸引力



演讲稿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犹如戏剧开头的“镇潮,在全
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开头的方式主要有如下几种：

? 开门见山，亮出主旨。

?叙述事实，交代背景

? 提出问题，发人深思

? 引用警句，引出下文

开头的方法还有一些，不再一一列举。总之无论采用什么形
式的开头，都要做到先声夺人，富于吸引力。

2.主体部分要层层展开，步步推向高-潮

演讲稿的主体，要层层展开，步步推向高-潮。所谓高-潮，
即演讲中最精彩、最激动人心的段落。在主体部分的行文上，
要在理论上一步步说服听众，在内容上一步步吸引听众，在
感情上一步步感染听众。要精心安排结构层次，层层深入，
环环相扣，水到渠成地推向高-潮。

主体部分展开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并列式。

并列式就是围绕演讲稿的中心论点，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
进行表现，其结构形态呈放射状四面展开，宛若车轮之轴与
其辐条。而每一侧面都直接面向中心论点，证明中心论点。

?递进式。

即从表面、浅层入手，采取步步深入、层层推进的方法，最



终揭示深刻的主题，犹如层层剥笋。用这种方法来安排演讲
稿的结构层次，能使事物得到由表及里的深入阐述和证明。

?并列递进结合式。

这种结构，或是在并列中包含递进，或是在递进中包含并列。
一些纵横捭阖、气势雄伟的演讲稿常采用这种方式。

3.结尾要干脆利落，简洁有力

演讲稿的结尾，是主体内容发展的必然结果。结尾或归纳、
或升华、或希望、或号召，方式很多。好的结尾应收拢全篇，
卒章显志，干脆利落，简洁有力，切忌画蛇添足，节外生枝。

1.整体性

首先，要根据听众的文化层次、工作性质、生存环境、品位
修养、爱好愿望来确立选题，选择表达方式，以便更好地沟
通。

其次，演讲稿不仅要充分体现演讲者独到、深刻的观点和见
解，而且还要对声调的高低、语速的快慢、体态语的运用进
行设计并加以注释，以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另外，还要考虑演讲的时间、空间、现场氛围等因素，以强
化演讲的现场效果。

2.口语性

?把长句改成适听的短句;

?把倒装句改为常规句;

?把听不明白的文言词语、成语加以改换或删去;



?把单音节词换成双音节词;

?把生僻的词换成常用的词;

?把容易误听的词换成不易误听的词。

这样，才能保证讲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清楚明白。

抑郁的演讲稿篇二

演讲是在公众面前就某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口头语言活
动。

1、内容上的现实性

演讲稿是为了说明一定的观点和态度的。

2、情感上的说服性

演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打动听众，使听者对讲话者的观点
或态度产生认可或同情。

3、特定情景性

演讲稿是为演讲服务的，不同的演讲有不同的目的、情绪，
有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这些构成演讲的情景，演讲稿
的写作要与这些特定情景相适应。

4、语言、结构

演讲稿还要在情绪上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语言上做到生动感
人。演讲稿的结构。演讲稿的结构通常包括开场白、正文、
结尾三部分。



开场白是演讲稿中很重要的部分。好的开场白能够紧紧地抓
住听众的注意力，为整场演讲的成功打下基础。常用的开场
白有点明主题、交代背景、提出问题等。不论哪种开场白，
目的都是使听众立即了解演讲主题、引入正文、引起思考等。

演讲稿的正文也是整篇演讲的主体。主体必须有重点、有层
次、有中心语句。由于演讲材料是通过口头表达的，为了便
于听众理解，各段落应上下连贯，段与段之间有适当的过渡
和照应。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收束。它起着深化主题的作用。结尾的方
法有归纳法、引文法、反问法等。归纳法是概括一篇演讲的
中心思想，总结强调主要观点；引文法则是引用名言警句，
升华主题、留下思考；反问法是以问句引发听众思考和对演
讲者观点的认同。

演讲稿的结尾也可以用感谢、展望、鼓舞等语句作结，使演
讲能自然收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同学们：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爷爷曾经说过一句很富有哲理的
话：“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分才。”这句话给我们
以很好的启示：聪明的人不一定都成才，笨的人不一定不能
成才，成才的关键是勤奋。

当然，人与人之间，智力是有差别的，有的人敏锐，有的人
迟钝。敏锐的人，如果不学习，也会变得迟钝的。迟钝的人，
如果勤学苦思，也会变得敏锐起来。试看古今中外成名成家
的人，哪一位不是勤学苦练才有成就的呢？在他们走过的道
路上闪烁着勤奋的光芒。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上小学时，
老师说他脑子笨，难有成就。可是爱迪生毫不气馁，刻苦钻



研，勤奋求学，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
家。成名以后，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天才，可是他却笑着
说：“天才等于九十九分血汗加一分灵感。”从这句话里我
们看出：勤奋，刻苦才是成功的要素。

1 天才在于勤奋，知识在于积累，天性固然重要，但后天的
努力才是最关键的。笨鸟先飞的故事就说明，通过勤奋可以
弥补天资的不足，懒惰，荒废，即使是天才也会自我扼杀。

相反的，有些天资较好的人不努力勤奋学习，反而一事无成。
宋人王安石的文章《伤仲永》里讲了一个叫方仲永的小孩。
他天资很好，五岁便能作出很好的诗来。其父为了赚钱，便
带他挨家挨户去作诗，却荒废了他的学业，结果到了十二岁
时，已经什么也写不出来了。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一
块玉石经过磨练才能发光。如果有的少年朋友自以为自己聪
明而不认真学习，免不了有“江郎才尽”的一天。

天资差的人，不必自暴自弃，记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

成功的秘诀—永不放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我是来自××班的××同学，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
题目是《成功的秘诀—永不放弃》。

转眼间，半学期在我们忙碌的身影中匆匆闪过。期中考试结
束了，虽然成绩并不能代表一切，但它却是比较客观地反映
出我们着段时期的学习状况。它犹如一个标点符号为这半个
学期的学习作了一个收尾，或残缺，或圆满。都一是个事实
不可改变。

在学习的道路上，我们同样渴望欢乐，追求成功。但现实总



是夹带着挫折、不幸困扰着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一次
又一次的失败，像暴风雨似的袭击而来，常常会给每个人的
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于是我们想到了放弃，想到了听天由
命。

正如泥采所说：高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斜坡。有人在逆境
中奋起，获得了成功。也有人没有勇气去正视人生，沉沦下
去。然而，生活是位严肃的长者，他决不会可怜懦夫，相反，
只会欢迎那些面对挫折，永不言弃的人。

在我国明朝时期，史学家谈迁曾经历二十多年呕心沥血的创
作，终于完成了明朝编年史《国榷》。然而事事难料，一天
夜里，小偷进入他家，竟偷走了锁在竹箱里的《国榷》原稿。
多年的心血转眼间化为乌有。对任何来说都难以承受，但已
年过六十的谈迁并没有被挫折打倒，而是很快从痛苦中站了
起来，下定决心再从头撰写这部史书。试想，如果当初谈迁
选择的是自暴自弃，那么世界文坛恐怕就会少了一部巨著。

世界上没有绝对平坦的路，也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同学们，
现在除了努力奋斗，我们别无选择。奋斗中允许有失败，但
不能丧失战胜失败的勇气，奋斗中允许有泪水，但不能像决
堤的河水绵延无休。

学会坚强，具备一份永不放弃的信念，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驾驶着人生之船战胜惊涛骇浪，驶过
激流险滩，共同到达成功的彼岸吧。

抑郁的演讲稿篇三

格式：

1.顶格写称谓语(如：亲爱的老师)

2.下一行空两格写问候(如：大家好)



3.正文

4.结尾(如：谢谢大家)

演讲稿的整个格式是这样的：

讲演稿的标题无固定格式，一般有四种类型。

1)揭示主题型，如《人应该有奉献精神》。

2)揭示内容型，如《在省科技工作会议的讲话》。

3)提出问题型，如《当代大学生应具备什么素质》。

4)思考问题型，如《象牙塔与蜗牛庐》。

提行顶格加冒号，根据受听对象和讲演内容需要决定称呼。
常用“同志们：”“朋友们：”等，也可加定语渲染气氛，如
“年轻的朋友们：”等。

正文由开头语、主体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1)开头语。开头语的任务是吸引听众、引出下文。有六种形
式：a.由背景和问候、感谢语开始;b.概括讲演内容或揭示中心
论点;c.从讲演题目谈起;d.从讲演缘由引起;e.从另件事引入正
题;f.用发人深思问题开头。

2)主体。主体即中心内容。一般有三种类型：a.记叙性讲演稿。
以对人物事件的叙述和生活画面描述行文;b.议论性讲演稿。
以典型事例和理论为论据，用逻辑方式行文，用观点说服听
众;c.抒情性讲演稿。用热烈抒情性语言表明观点，以情感人，
说服听众，寓情于事、寓情于理、寓情于物。

3)结语。是讲演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常用总结全文，加深



印象;提出希望，给人鼓舞;表示决心，誓言结束;照应题目，
完整文意等方法在激动人心的结语中结束全文。

抑郁的演讲稿篇四

1.顶格写称谓语(如：亲爱的老师)

2.下一行空两格写问候(如：大家好)

3.正文

4.结尾(如：谢谢大家)

讲演稿的结构由标题、称呼和正文三部分构成。

讲演稿的标题无固定格式，一般有四种类型。

1)揭示主题型，如《人应该有奉献精神》。

2)揭示内容型，如《在省科技工作会议的讲话》。

3)提出问题型，如《当代大学生应具备什么素质》。

4)思考问题型，如《象牙塔与蜗牛庐》。

提行顶格加冒号，根据受听对象和讲演内容需要决定称呼。
常用“同志们：”“朋友们：”等，也可加定语渲染气氛，如
“年轻的朋友们：”等。

正文由开头语、主体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1)开头语。开头语的任务是吸引听众、引出下文。有六种形
式：a.由背景和问候、感谢语开始;b.概括讲演内容或揭示中心
论点;c.从讲演题目谈起;d.从讲演缘由引起;e.从另件事引入正



题;f.用发人深思问题开头。

2)主体。主体即中心内容。一般有三种类型：a.记叙性讲演稿。
以对人物事件的叙述和生活画面描述行文;b.议论性讲演稿。
以典型事例和理论为论据，用逻辑方式行文，用观点说服听
众;c.抒情性讲演稿。用热烈抒情性语言表明观点，以情感人，
说服听众，寓情于事、寓情于理、寓情于物。

3)结语。是讲演能否走向成功的关键，常用总结全文，加深
印象;提出希望，给人鼓舞;表示决心，誓言结束;照应题目，
完整文意等方法在激动人心的结语中结束全文。

抑郁的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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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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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