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 演讲稿的特点
(汇总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
质的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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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篇一

演讲稿大家都知道，那么演讲稿有什么特点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推荐的演讲稿的特点，欢迎大家阅读哦!

演讲又称演说、讲演，是指一个人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
些公众场所运用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就某些问题、某件事件
向听众发表意见、讲述见解、讲明事理、宣传主张、抒发感
情的信息交流活动。

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
以思想、感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
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
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辨要有雄辩的
逻辑力量，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 和不同的
层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
性会议、服务性俱乐部、 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各类
竞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众设计
不同的演讲内容。

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它以“讲”为主、



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
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
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则是“上口入耳”。
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
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
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
与调整。

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激发听众情绪、赢得好
感的鼓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演讲稿思想内容的
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到之处，发人深思，语言表达
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如果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
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得再卖力，效果也不会好，甚至
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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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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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讲活动是演讲者与听众面对面的一种交流和沟通。听众会
对演讲内容及时作出反应：或表示赞同，或表示反对，或饶
有兴趣，或无动于衷。演讲者对听众的各种反映不能置之不
顾，因此，写演讲稿时，要充分考虑它的临场性，在保证内
容完整的前提下，要注意留有伸缩的余地。要充分考虑到演
讲时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应付各种情况的对策。总之，
演讲稿要具有弹性，要体现出必要的控场技巧。

第一：“使人知”演讲。这是一种以传达信息、阐明事理为
主要功能的演讲。它的目的在于使人知道、明白。如美学家
朱光潜的演讲《谈作文》，讲了作文前的准备、文章体裁、
构思、选材等，使听众明白了作文的基本知识。它的特点是
知识性强，语言准确。

第二：“使人信”演讲。这种演讲的主要目的是使人信赖、
相信。它从“使人知”演讲发展而来。如恽代英的演讲《怎
样才是好人》，不仅告知人们哪些人不是好人，也提出了三
条衡量好人的标准，通过一系列的道理论述，改变了人们以
往的旧观念。它的特点是观点独到、正确，论据翔实、确凿，
论证合理、严密。

第三："使人激”演讲。这种演讲意在使听众激动起来，在思
想感情上与你产生共鸣，从而欢呼、雀跃。如美国黑人运动
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在林肯纪念堂前的演说》，用他的几个
“梦想”激发广大的黑人听众的自尊感、自强感，激励他们为
“生而平等”而奋斗。

第四:"使人动”演讲。这比“使人激”演讲进了一步，它可



使听众产生一种欲与演讲者一起行动的想法。法国前总统戴
高乐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作的.演讲《告法国人民书》，号
召法国人民行动起来，投身反法西斯的行列。它的特点是鼓
动性强，多以号召、呼吁式的语言结尾。

第五、“使人乐”演讲。这是一种以活跃气氛、调节情绪，
使人快乐为主要功能的演讲，多以幽默、笑话或调侃为材料，
一般常出现在喜庆的场合。这种演讲的事例很多，人们大都
能听到。它的特点是材料幽默，语言诙谐。

是指把为了某一目的，在一定场合下所要讲的话事先用文字
有条理的写出来的文稿。换句话说，凡写出来供宣讲或宣扬
的书面材料都叫讲话稿，又称“发言稿”。

讲话稿是一个统称，涵盖面较大。它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各
种会议和一些较庄重、隆重的场合。

按用途、性质来划分，讲话稿主要有以下几种：

(1)开幕词。指比较隆重的大型会议开始时所用的讲话稿。

(2)闭幕词。指较为大型的会议结束时，领导同志所做的要求
行的讲话。

(3)会议报告。是指召开大中型会议时，有关领导代表一定的
机关进行中心发言时所使用的文稿。

(4)动员讲话。是指在部署重要工作或活动的会议上，有关领
导所使用的用于鼓励人们积极开展此项工作或参加此项活动
的文稿。

(5)总结性讲话。是指某一事项，或某一活动结束后、有关领
导对其进行回顾、概括时所使用的文稿。



(6)指示性讲话。是指有关领导对特定的机关和人员布置的工
作、任务、指出希望和要求并规定某些指导原则时使用的文
稿。

(7)纪念性讲话。是指有关领导在追忆某一特殊的日子、事件
或人物时，所使用的文稿。

(1)有强烈的针对性。

(2)有较大的鼓动性。

(3)有一定的通俗性和条理性。

(4)有特定的对象。

演讲稿类属于讲话稿，这要求它遵从讲话稿的一般写作规律，
而演讲不同于一般讲话的区别，又决定了演讲稿的独特性：
首先，演讲稿更加注重选材立意，在选材上多属主动型，切
实根据听众的愿望和要求，弄清他们关心和迫切要解决的问
题，有的放矢，力求引起最大共鸣。其次，在表达手段上有
较多的议论、抒情，将生活中获得的各种体验，由真善美与
假丑恶激发起的各种情感，真实地倾泻到演讲稿中，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具有较强的感召力。再次，在语言的运用上，
除了注意口语表达的特点外，如多用短句，少用长句，语言
节奏感强，还应适当运用幽默、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以
达到在与现场听众的交流中，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为顺
利实现演讲目的作好准备。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写作要求，实现目的以
及所达到的效果，讲话稿都不等于演讲稿。在实际写作中，
应力图体现二者的区别，不要将它们混为一体。

1.演讲稿写法特点



2.总结的特点

3.述职报告的特点

4.语录体的特点

5.借调合同的特点

6.证券承销协议的特点

7.欢迎词的特点

8.计划书的特点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篇二

演讲稿的结构分开头、主体、结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与
一般文章的结构原则大致一样。

一：开头

1）开门见山，揭示主题

一般政治性的或者学术性的演讲稿都是开门见山，直接揭示
演讲的中心。比如宋庆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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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先明确把握演讲的中心，把要向听众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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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方法容易显得过于平淡、冷静，很
难吸引人。



2）说明情况，介绍背景。

比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开头：三月十四日两
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但已经
永远的睡着了。

这个开头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作出了必要的说明，为
进一步向听众揭示论题做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开头，一定要
从演讲的的中心论点出发，不能信口开河，离题万里，更要
防止套话、空话，败坏听者的胃口。

3）提出问题，引起关注。

写演讲稿的开头，可根据听众的特点和演讲的内容，提出一
些激发听众思考的问题，以引起听众的兴趣。这种问题应该
新颖、独特，确实能促使听众去思考。

二：主体

演讲稿在开头后要迅速转入主体，这是演讲的正文和核心部
分，也是演讲稿的高潮所在，能否写好，直接关系到演讲的
质量和效果，内容的安排，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确定结构形式。演讲稿的形式比较活泼，或旁征博引、剖
析事理，或引经据典、挥洒自如，或层层深入、或就事论事。
结构形式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求内容突出、问题说透、推
理严密、层次清晰、情理交融。

2）认真组织好材料。演讲稿的理论依据和事实论据的组织安
排要适当。首先必须保证例证的真实性、典型性。演讲稿不
能太长，一般30分钟左右最好。内容要求言简意赅、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3）构筑演讲高潮



一个成功的演讲，不可能没有高潮。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思
想深刻、态度明确，最集中体现演讲者的思想观点。二是感
情强烈，演讲者的爱恶、喜怒在这里得到尽情宣泄。三是语
句精炼。

如何构筑演讲高潮呢？

首先要注重思想感情的升华。必须在对某个问题有较为深刻
全面的分析、论证，演讲者的思想倾向要逐渐明朗，听众也
能逐渐领会演讲者的思想观点，并有可能在与演讲者的思想
感情产生共鸣，从而构筑高潮。

其次要注意语言的锤炼，使用排比反问等句式增加气势、也
可借助名言警句把思想揭示得更深刻。

三：结尾

结尾时演讲内容的自然结尾，是演讲稿的有机组成部分。结
尾给听众的印象，往往将代表整个演讲给听众的印象。言简
意赅、余音绕梁、能够使听众精神振奋，并促使听众不断思
考和回味。

写结尾时常犯的毛病就是要么草草收兵、要么画蛇添足，要
么就是套用陈词滥调，更有些人在本来已经讲完后，又唠叨
几句“我讲的不好、请大家批评指正”之类的话，势必让人
反感。 演讲稿的结尾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对整个演讲全文要
点进行简单小结，或以号召性、鼓动性的话收尾，或者以诗
文名言以及幽默俏皮的话结尾。但一般原则是要给听众留下
深刻的印象。

结尾的结构：引导式，希望式，感慨式和抒情式。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篇三

比赛演讲词写作之区别于其他演说文体的写作，有其自身的
特点：

演讲词结构的动态性，特指两个方面。其一，一般文稿的写
作，在反映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延伸性、多面性等内容时，
可以采用序码、小标题、空行、分段等手段来显示层次。其
二，一般文稿主要供人阅读的，读者有思考的余地，在层次
结构上可以跌宕起伏、曲折 多变，在内容安排上也可以错综
复杂。

演讲之所以最容易激发听众的情感，使听众的思想为之震动，
精神为之感奋，情绪为之激昂，热血为之沸腾，就在于演讲
内容的鼓动性和煽动力。

一般文稿，重要是供人阅读的，它是以文字为物质外壳，作
用于视觉的书面语言，因此，其语言尽可以绚丽多彩，典雅
深奥。

演讲有一定的表演性质，它具有表演艺术"以美娱人"的美感
作用。演讲的"演"字原本不是表演的"演"而是说说话象流水
一样的流畅，表示语言的流利、通顺。

1.竞赛演讲稿格式精析

2.演讲稿的格式与写法解析

3.演讲稿格式完整解析

4.演讲稿格式之结尾解析

5.演讲稿的主要特点



6.演讲稿格式

7.演讲稿格式：主体写作格式

8.演讲稿格式：、青春演讲稿开场白格式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篇四

(一)处理方法与工艺

(2)处理方法可根据水质类型分为物理处理法、生物处理法、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处置及化学处理法，还可根据处理程度
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及三级处理等工艺流程。

1)物理处理方法常用有筛滤截留、重力分离、离心分离等。

2)生物处理法常用的有活性污泥法、生物膜法等，氧化塘及
污水土地处理法。

3)化学处理法，涉及城市污水处理中的混凝法，类同于城市
给水处理。

(3)污泥需处理才能防止二次污染，其处置方法常有浓缩、厌
氧消化、脱水及热处理等。

【例-2012】污水处理方法中，属于物理处理法的是( )

a.氧化还原法

b.沉淀法

c.生物膜法



d.活性污泥法

答案：b

......

演讲稿的结构特点层次分明篇五

(1)考查的知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毛泽东思想概
论方面，主要涉及哲学的基本问题，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质与量辩证法，毛泽东思想的
科学含义、科学体系和活的灵魂，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人
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
代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
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外交战略、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和党的领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谐
社会等。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价值量、价值形式与货币、价
值规律、剩余价值、需求供给与均衡收入再分配政策等。

(2)基本题型：该部分内容的命题形式有单选、多选、判断、
简答、论述、综合分析。既考核考生对相关知识点的识记，
也考核考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1)考查的'知识点：主要涉及法学基础理论、宪法、行政法、
刑法、民法、经济法。具体来说，考查法的概念、作用、法
律渊源，宪法的重要法条，行政行为的基本知识，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的开展，民法中的自然人、法人、合同等，刑法
中几个涉及公务员犯罪的犯罪构成及刑罚等，经济法中的产
品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等。

(2)基本题型：该部分知识的命题形式有单选、多选、判断、
案例分析，题型变化不大，主要考查考生对应该掌握的知识
点的精准识记，以及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把握和运用。



(1)考查的知识点：政府职能、政府机构改革、国家公务员制
度、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公共行政、行政管理过程、行政领
导等。

(2)基本题型：该部分知识的命题形式有单选、多选、判断、
案例分析、综合分析。主要考查考生对应该掌握的知识点的
准确记忆，以及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

(1)考查的知识点：主要涉及历史常识、科技常识、日常生活
百科等，知识点分布较散。

(2)基本题型：该部分知识的命题形式主要是单选，偶尔会出
现多选和判断。题型变化不大，主要考核考生的知识面。

(1)考查的知识点：公文的特点、种类，常用公文的格式，常
用公文写作、公文的处理。

(2)基本题型：该部分知识的命题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单选、
多选、判断、公文改错(纠错)、公文实务、作文题。既考查
考生对相关基本知识的准确识记，也考查考生对相关知识的
理解、把握和应用。

有的试题中还会考查事业单位概述、职业道德、环境保护和
陕西省情等知识。

事业单位的考试属于选拔性的考试，其考查目的之一是考查
考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考试的题量和内容一般是通过
试题的数量来体现的，适当地增加试题的数量，才能使考试
的内容更加全面，才能更客观地考查出考生对相关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才能使考试更有意义，招聘的人才更有价值。近
年来各地的试卷，试题都在80—100道之间，也有部分地区题
目达到150道。这样就使得考试内容较好地覆盖了所要考查的
知识点。



任何一套较好的试卷，都应比较全面地体现考试目标，体现
考生的实际能力。所以，题型的设计一定要科学、合理。不
同的考试目标要求，要通过不同类型的试题来反映，当然，
同一种试题，有时也具有多样化的目标功能。一般来说“选
择题”具有考查记忆、理解、分析和综合判断的功能;“案例
分析题”和“综合分析题”等，则具有测试考生综合运用知
识的能力等作用。从近几年公共基础知识考试的试卷来看，
都体现了题型多样性，考试目标全面性的特点。从题型的多
样性来看，近几年出现的题型有：单选题、多选题、不定项
选择题、判断题、纠错题、简答题、公文实务题、案例分析
题和综合分析题，有的试卷用了5种题型，有的试卷用了7种
题型，一般情况下用6种题型，充分表明了考试目标的全面
性;从比例关系来看，在多数情况下，客观性试题的比重较大，
主观性试题的比重偏小，这说明试卷着重考查考生对有关社
会问题的理解、判断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作为选拔性考试，更加注重对考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的考查，也就是测试应试人员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以及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事业单位招考工作人员，更应当突出此种能力。这一指导思
想在近几年的试卷中体现得比较好。

(1)主观性试题“客观化”。传统的案例分析题和综合分析题
是主观性试题，近几年这两种题型逐渐客观化了，基本形式
就是先给出一段或几段材料，然后依据给定的材料设置3—5
道选择题，有的选择题答案就在材料之中，有的选择题则是
对材料的拓展延伸，需要考生结合自己掌握的相关知识作答。

(2)内容要求“统一化”。也就是说，试卷的所有试题都做到
了内容统一，一视同仁，没有出现让考生自由选答的试题。
因为试题统一，就是标准统一，就是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所
有考生。如果试题不统一，难度和区分度都不相同，就很难
对不同考生的情况进行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