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底线的演讲稿(汇总8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
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
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底线的演讲稿篇一

从落叶飘落的那瞬间起，有人知道那是终点。可我知道那是
我生命的起点。

不会那么感伤，不会那么沮丧，一如既往的，守护它。

生命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是摔倒时朋友的搀扶？是落泪时家人的依靠？还是分手时的
那句对不起？或许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从未搭理过这看似简
单却又不简单的问题。的确，人总是那么的自以为是。

关上门，是那昏黄的灯光，刺的我好怕好怕，提起手，关掉，
又开，又关。孰不知那灯光在流泪。

总以为自己是那么的了不起，就象干菜所说的，人都是自以
为是的。

我害怕黑暗，害怕孤单，那让我感觉世上只有黑暗，只有畏
惧。

蓦然回首，才知道自己生命的底----孤单。



底线的演讲稿篇二

江河之水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因为江河要奔赴自己心中的
目标——大海。但是，它再怎么汹涌，也难以超出两边的河
岸。对它来说，河岸就是它流动的底线。

自然万物如此，人亦如此。每个人都要在心中为自己划上一
条底线，当我们向着目标奋进时，这条底线就将时刻约束着
我们。

商人超过了诚信这一底线，得到的只能是事业的失败，甚至
坠入罪恶的深渊。

为官者的底线是要对百姓负责。作为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
他们的责任是要为百姓谋福利。可惜的是，像蔡朝东先生那
样值得百姓十里相送的好官并不多见，倒是一大群“蛀虫”
屡屡现身。也许，他们曾怀着一腔热血，一颗赤诚之心，信
誓旦旦地许诺要为百姓、为民族奋斗终生。但是，在“糖衣
炮弹”面前，他们未能守住心中的底线，以自己的私利作为
最高目标，向国家和人民伸出了他们罪恶的双手。

为官者若越过了为人民负责这一底线后，只能落得个遗臭万
年的下场。

普通百姓的底线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有这样一件事，一
个家境贫穷的女孩凭自己的努力在高考中获得状元。在她急
需一笔学费时，一家保健品厂找上门，许诺只要她声称自己
坚持服用该厂产品，就可获得一笔报酬。而这个女孩却当场
拒绝。或许少了这笔钱，她很难实现自己多年的目标——进
入大学深造。但她守住了心中的底线，她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普通百姓超越心中这一底线，得到的或许是一辈子的内疚。

每个人都应守住心中的底线，否则必将遭受惩罚。就好像黄



河之水动不动就泛滥——即使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旦超
越了自己的底线，也只能带给人民苦难，遭受人民的咒骂。

底线的演讲稿篇三

金峰乡中心学校 徐小虎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管理是整个学校管理的核
心。当前金峰中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无法回避的
巨大压力，面对种种压力，唯有直面矛盾，才能谋发展良策；
只有突破学校教学管理瓶颈，深入研究影响质量提升的各种
因素，才能主动作为，创造良好的工作业绩。近两年来，我
县教育人勇于改革，敢于创新，在改进教学管理方面取得了
很多新成就，特别是开拓创新，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成果明
显，值得学习。作为一名小规模薄弱学校的教育人，必须虚
心学习，强调责任，讲求奉献，找寻重点，力求突破。

什么是教学管理的创新？我想不外乎三句话，一是过去的校
长是什么样子？现在呢？二是过去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现在
呢？三是过去学生学习是什么状况？现在呢？教学管理创新
体现在变化，怎样推动变化？这是一个值得研究且不得不深
究的问题，借用朱永新教授新教育实验的管理铁律，那就
是“底线+榜样”。

所谓底线，就是最最基本的要求。如在全校或部分年级、学
科中推广课改等项目时，必须规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
的“底线”。这个底线要定得足够低，低到老师或学生认为，
这个简单，甚至不做到它说不过去。而管理秘诀正在于，它
总是表扬从这个底线中涌现出来的优秀者。这些优秀者，这
些最大程度超越底线的人，就是“榜样”。用榜样激励新的
榜样，让细节推动新的细节。良性往复，用榜样的精致引来
更多精致，用榜样的精彩引来更多的精彩，用榜样的专注引
来更多的专注，“一朵具体的花，远胜过一千种真理”，要
放射和发散榜样无穷的力量。



一、“教学管理的第一责任人”

校长是学校教学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这就是使命。它隐含着
一种内在的强烈情感，是奉献，是一种尽可能追求事业完美
的献身精神。

首先，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的使命感，要求我“身处庐山，
识得真面”，参与其中其乐无穷。我自毕业参加工作以来一
直坚守教育教学的第一线，在任职校级干部的十年里，年年
担任初三毕业班任课老师且有两年兼任班主任。在工作和职
务履新中，不管是学校副职还是正职，我一直是教学常规的
落实者、教学研究的参与者、质量检测的担当者。从懵懂少
知的教学新手，到初出茅庐的教学新秀，再到责任担当的学
校管理者，教育教学工作已成为我永不放弃的理想，和工作
的常态。

其次，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责任感，要求我要始终保持谦
逊的心态和务实的姿态。要学会，在成功时看窗外，把功劳
归结于自身以外的因素；在挫折时看镜子，主动承担责任，
而不是埋怨。教育是永恒的事业，教育工作者无非是教育事
业的过客，我们应该不断寻找比自己更优秀的人加盟这事业。
教学管理的创新首先是从教育管理者开始，每一个管理者的
身后都有一支为教育事业奉献的团队，管理者的教学观决定
学校事业能走多远。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管理者，研究课程
和研究学生理应成为学校办公会的重点。比如我校在推进基
于小组合作的分层目标教学项目时，我们的管理干部在备课、
教学、作业及辅导等环节就远远高于底线要求，这就是“榜
样”。

第三，教学管理第一责任人的奉献精神，要求我敢闯敢干、
主动纠偏、合力前行。在管理态度上，要旗臶鲜明地面对教
师教学行为中的各种问题，斧正樘直，及时纠偏；在教学指
导上，情况要了解，工作抓要害，指导要到位；在精神状态
上，迎难而上、主动进取、敢闯敢干；在管理实践上，依靠



团队、突出效应、合力助推。既然大家都参加了，就要遵守
和服从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大家的“底线”。因此无论
是常规管理还是教学改革，我和大家一起建立“底线”，这
个底线必须非常清晰明了，必须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便
于操作和检查。如我校在推进小组合作项目时制定的底线是：
每位教师至少每周有一次按照学校提供的项目进行操作。

二、“教学改革的引领人”

校长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引领人，这就是责任。它要求我
要完全专注于值得做并且能够做得更好的日常教育教学。

小组分工、明确职责和小组考核，这些也许可以一蹴而就，
但我认为“学”中“习”，“习”中“思”，“思”
中“悟”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设计，也是从“底线”走向“榜
样”的过程。

其次，教学改革的引领人，要求我们对教学改革要有着“钟
表匠”般的细节管理。课改是通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学习
习惯，生成学习方法的过程。课堂教学改革的任何形式都是
手段，不是目的。但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却是永恒不变的，
那就是效果，教学质量一直是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
之剑”。走向质量提升就要依托细节管理，就是使课改的理
念、思想和行动成为学校日常教育教学生活的组成部分。如
我校在推行小组合作分层目标教学项目时，统一印制了学科
备课稿，明确了分层目标、分层预学任务、学生课堂学习清
单分层、分层作业等细节的表述，我们本着分学科设底线的
原则小步子前进。

第三．教学改革的引领人，要求我们对教学改革要有着“指
挥家”般的全面协调。团队文化、建立“底线”和系统地清
除任何无关事项是学校教学改革走向成功的三大要素。对于
课改既要抱有最终会取得成绩的信念，又要冷静面对现实的
残酷环境，对于课改每天要思考的是今天该做什么，进而把



无关事项清除。如在推进小组合作项目时，我校不仅对现任
班主任、科任教师进行培训，还把管理干部分到班级形成一
个小团队。我们把不同班级、年级原有基础不同，不利于统
一考核等无关事项剔除，进行分层次、看起点、比进步的评
价。

三、“师生成长的助跑人”

校长是学校师生成长的助跑人，这就是荣誉。它蕴含着学校
利益高于一切，教师和学生的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

1、师生成长的助跑人，就是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是能够让老
师在教育学生的同时，自己的潜能得到发挥、特长得到运用、
水平得到提高，也就是说，教师的专业成长是学校教学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省临淄区高阳中学提出“没有一个不
发展的老师”，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自觉的外显为正确的行动。教学管理制度的设定既要有规矩，
又要适当留白；既要设底线，又要有利于专业发展。如在课
改展示课的设计时，我们没有搞一刀切，只是明确一星期一
节符合要求的课这个底线，然后要求校领导在不同时段尝试
不同课型的课改示范课。又如我校在分层预学任务设计时，
我们的规矩是每周有三次，其他的原创习题等就是超越。

其次，教学管理要重视教师专业发展。专业发展就是教师进
入教师队伍后进行的所属学科知识与素养的再学习再提高。
阅读是教师教育智慧的源泉，可以说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不
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我们一直在坚持教师读书工程，从最初
规定各年龄段读几本书、写多少摘录到青年教师阅读目录推
荐再到统一阅读课改书籍（暑假我校发放了《杜郎口旋风》）
等。写作和对话探讨突出的是教师的教育反思和专业发展的
环境。从作为底线的教学反思、教学总结再到教学案例、教
学论文的撰写都是服务于日常教育教学实践，是有力提升职
业认同感的基本手段。坚持重奖教科研制度的出台到全员参



加各类教研、培训就是我们的努力。

2、师生成长的助跑人，就是我们的教育教学管理是适合学生
的思维方式和接受能力的，是能使他们的潜能得以健康可持
续发展的适合教育，也就说学校教学管理最终落脚点是学生
的发展。

首先，我们的管理要关注学生的学校生存状态。我们学校所
处的位臵，决定了我们不得不面对大量的困难生。长期以来，
我校总是为学习差的学生所苦恼。面对着他们可怜的分数，
面对着他们不良的习惯，面对着他们自暴自弃的态度，我们
苦口婆心，却收效甚微。我们常常很无奈，我们常常感叹自
己无法把石头孵出小鸡。但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们的任
务就是，找出能够打开我们的学生这把锁的钥匙。我们从改
变校园文化环境开始，校园布臵以德育教育、学习常规和才
艺展示为主要内容力求达到教育功能和景观的和谐；我们推出
“晨读午写暮省”活动，充分利用学生早饭、中饭、晚饭后
进班这三段自由时间，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我们改变重学生个人评价为小组整体考核等，总之
我们在努力关注学生的学校生存状态，让他们健康成长。

习进步。从学习常规的学习落实，到小组合作方法培训再到
围绕摄影特色学校和体艺“2+1”项目的第二课堂学生社团活
动的推进，力求每个学生在认同学校生活的基础上学习分数
有进步。

“第5级经理人”是柯林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用一个金
字塔形的结果加以说明：第5级经理人---将个人的谦逊品质
和职业化的坚定意志相结合，建立持续的卓越业绩。这些人
不事张扬，不爱抛头露面，但同时又表现出不惜一切要使工
作走向优秀。作为一个教育人，成为一个类似于第5级经理人
也算是奋斗目标吧。



底线的演讲稿篇四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品质莫过于能坚守心灵的底线。为人一
世，当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地。心灵的底线是做人的基石，
是处世最起码的准则，坚守心灵的底线，做一个真正的人。

当屈原怀抱大石走向汩罗江时，那句“举世浑浊而我独清，
举世皆醉而我独醒”应该还在身后回荡。“人谁又能以身之
察察而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者乎？”这是他的告白。他不
愿随其流而扬其波，于是他作《怀沙》之赋，走到江边，他
回首一瞥，看见了郢都，看见了秦军长驱直入的狼烟，闭上
眼后，一扭头就坚守了心灵的底线。他躺在了江底，却站在
了天地之间。

汩罗江的水在静静地流着，是在诉说什么，抑或是在暗示着
什么？我默默感悟，思绪飞扬。

每当素琴飞声之时，仿佛仍可以感受到嵇康视死如归的豪迈
气慨。无论是俯首请以为师的三千太学生，还是高高在上的
一国之君，都不曾令他犹豫。是生，只须他低头一句话，但
他却扬眉说了一句“拿琴来”，于是，结果是死。一曲《广
陵散》为他的生命划上了句号，在悠扬的琴声中，他用生命
坚守了心灵的底线。

那一曲绝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正的嵇康，即使是面对死
亡，他也没有让自己的心滑落到那底线之下，他是个堂堂正
正的人。

如果说在无垠的历史天空里，嵇康是颗闪亮的明星，那么，
陶渊明呢？

溪流淙淙，菊香阵阵，陶渊明赋诗之声随缕缕清风飘
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耳，心远地自



偏……”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在南山的幽菊中寻找到了自己
的桃花源。他窈窕寻壑，亦崎岖经丘，在悠然自得中远离了
污浊的官场，坚守了心灵的底线。

不可置否，陶渊明亦可熠熠生辉于历史的天空，泰然立于天
地之间。回眸历史，我还看到了苏武，李白，岳飞等好多坚
守了心灵底线的先贤，他们傲然于天地之间，让所有逾越了
心灵底线的人无地自容。

水坚守了底线，可为人类造福，逾越了底线，则是千里大海，
民不聊生；火坚守了底线，可供人类取暖，为人类照明，逾
越了底线，则是家毁人亡，生灵涂炭；人坚守了底线，可名
垂青史，流芳万世，逾越了底线，则会被永远的钉在历史的
耻辱柱上。

人啊，无论什么时候，你是处江湖之远也好，是居庙堂之高
也罢，都要坚守心灵的底线，这样才能安身立命，维护自尊，
获得他人认同，才能称的上是真正人。

底线的演讲稿篇五

不同于学究们的担忧，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认为：我不担心人
工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更担心人类像计算机
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我对于他的
观点表示赞同。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开发其的目的在于贴近人们的生活，打造
智慧生活，满足人们的需求，开发者既然能够创造它，必然
也能够在他违反自身的开发理念后将其摧毁，所以对于人工
智能会让计算机像人类一样思考我并不担心。还记得周国平
先生曾在《愿生命从容》一书中写道：“人只有拥有了一颗
善良之心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人，不然与禽兽没有分别。善良
是人与禽兽最初的界限与最后的底线，而善良便是同情心和
价值观的总和。



害怕失去，便不会得到。同样的，人没有同情心便不会对可
怜之人的遭遇不会施以同情，给予人爱。自然，不懂得给予
人爱的人也必定得不到别人的爱，也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
一个没有爱的人注定活得寂寥。

若是没了价值观，那就更为可怕。价值观是一个人衡量事物
的标准，没有价值观的人无法判断事物的好坏及是非对错，
那么他做事也无原则可言，他要的是最后的结果，而非享受
其中的过程。他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地做事，这样
往往会吓跑身边的人，注定他的人生是单行道。所以失去了
价值观和同情心的人也不算一个真正的人了，但是我想这样
的悲剧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学究们说八零年代的大哥大是洪水猛兽，九零年代的电视机
毁了祖国的花朵，零零年代的人工智能会毁灭人类。但是八
零年代的长辈躲过了，九零年代的长辈捱过了，我们又怎么
不行呢？我们定会学习到前辈们、长辈们身上的精神，守住
做人最初的界限与最后的底线。

底线的演讲稿篇六

以上数据实在令人担忧。思想道德素质是一个民族礼貌素质
的体现。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如果失去了道德品质，怎样成为
社会的栋梁之才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基本的道德规范，又
怎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仔细想想，这些都无疑是一个习惯
问题。古罗马西塞罗说过：“习惯是第二天性”。

就像你早上起床就想到刷牙，这本就应是情理之中的事，但
为什么现代中学生连这些起码的道德习惯都不能做到，这实
在是值得众人深思的。

事实上，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勤俭节俭本是一个民族的道
德底线的体现，然后当今社会竟沦落到谈及习惯问题，实在
是有失社会的形象。



一日，沈阳的杨女士在超市购物，不慎钱包被小偷盗走。翌
日，杨女士在自家的邮箱中发现了自我的钱包，其中除了几
百元钱不见了，身份证、工资卡以及其他如名片、口红之类
的小东西一样不少，还多了一封致歉信，信中说：“来沈数
日，衣食无着，又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与盗贼为伍……，您
的身份证、工资卡和票据对您很重要，对我却无用，现完璧
归赵，并致歉意。”杨女士由此免去了重办身份证、工资卡
的奔波之苦，对这个小偷也颇为感激。

偷盗是不道德的，甚至就应是人人喊打的事。但只偷钱不害
命又能为失主着想主动归还失物使受害者免受最大损失的小
偷似乎又是道德的。当今社会是复杂的，多样化的。如果此
刻你硬要把人分为好人或坏人，硬要说某件事是道德的或不
道德，这似乎有些落伍了。人不可能都有舍己为人的完美或
一下子坠落成一无是处的社会的残渣，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把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消灭干净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就出现
了上头这种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这种现象是适应当时社会
发展规律的。

可是，我们不能屈从于这些现象，更不能长叹甚至承认这种
现象已经成为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是命运的主宰，相信努
力会得到回报，道德车轮将碾过无数个丑陋的个体而滚滚向
前!

底线的演讲稿篇七

冯骥才的一句话，给出了答案：

“一个人只有守住底线，才能获得成功的自我与成功的人生。
”

底线，是每个人做人的根基，更是为人处世的核心。



正所谓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

有底线，行事堂堂正正，才能受他人尊重;

没底线，做人鬼鬼祟祟，早晚被别人看穿。

因此，一个人唯有守住了该有的底线，才能久立于世而不败。

01

再穷，不能坑朋友

人生在世，很多东西都不重要，但唯独诚信，绝不可无。

鲁迅就说：

“伟大人格的素质，重要的是一个诚字。”

一个人，只有守住诚信的底线，才能守住做人的根本，也才
能堂堂正正地立于天地之间。

有诚信的人，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背弃亲友，在他们的心中，
良心比金贵，人品重如山。

而没底线之人，恰恰相反。

只要利于自己，他们可以背叛任何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
都可以肆意伤害。

就像一则寓言故事里讲的那样：

驴子与狐狸本是亲密好友，他们商量着一起去打猎。

谁知途中遇到了老虎，狐狸见大事不妙，立即跑到老虎面前，
许诺把驴子献给它，只求让自己免于危险。



老虎答应了。

于是狐狸便引诱自己的朋友掉进了一个陷阱里，此时，老虎
见驴子已经是囊中之物，扭头便把狐狸抓住吃了，然后再去
吃驴子。

由此可见，算计朋友，其实是在摧毁自己的后路;伤害朋友，
就等于是在刁难自己。

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穷不坑朋友是底线。

与其为一时之利而苦思心计，不如凭一颗真诚之心处世，与
人为善，认真做事，为自己累积一个良好的口碑。

02

再久，不能忘恩情

卢梭说：

“没有感恩就没有真正的美德。”

做人，贵在有一颗感恩的心。

落魄时，不忘雪中送炭之人;失意时，不忘贴心陪伴之人;成
功时，不忘一路指引之人。

如此，才不失作为一个人的底线与美德。

早几年前，苏州一位94岁的老师不慎摔了一跤，腰部骨折，
只能卧床休养。

他曾经教过的七位学生，主动排班照顾，每天花2小时往返护
理院，陪他聊天、下棋、练书法。



哪怕这七个学生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3岁，他们依旧风雨无
阻地前来陪伴恩师。

50多年前的谆谆教诲，刻在了学生的心里，优秀的教师，教
出了感恩的学生。

正如《诗经》所云：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人这一辈子，再久都不能忘了曾经的恩情。

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他人恩惠，必然永记心间。

这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更是为人处世之道。

懂得知恩图报，人生必然收获幸福。

03

再苦，不能丢骨气

古语有言：“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

做人，应以志气为先，不能因为地位、身份的底下就改变志
向。

这是一个人行走世间最基本的底线。

如果守不住，便如那路边野草一样般，没有骨气，随风飘摇。

但若守住了，就有一种气势，腐蚀近不了身、诱惑入不了心。

正如当年的陶渊明，虽是小小一县令，却有着“吾不能为五
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的骨气。



在他为官期间，有一次上级派督邮来督察。

为人骄横的督邮一到彭泽县，就开始作威作福，还命陶渊明
立刻穿好官服来见自己，晚一秒钟就是失职怠慢。

于是便交出官印，回乡下种田去了。

人有志，竹有节。

生而为人，再苦再累，都不能丢了自身的志气与骨气。

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做人，凭的就是一份骨气!

自己不卑不亢，别人才不会看轻，这是原则，更是底气。

04

再难，不能耍心机

现实生活中，经常有一些偷机取巧之人。

他们明面上埋头苦干，背地里却敷衍了事，因为害怕吃苦，
总想着走捷径，觉得自己可以靠运气、靠耍小聪明获得成功。

殊不知，小胜靠智，大胜靠德。

人生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容不得半点虚假。

越是急功近利、偷奸耍滑，就越容易“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还会失去了原本拥有的。

还记得《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处事圆滑，为人精明，从来
不让自己陷入吃亏的境地。



可到头来，还是落得一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的凄惨下场。

做人，只有守住基本底线，踏实做人、勤勉做事，才是真正
的明智之举。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让自己生活在踏实的心态中，则
真理可明，功业可就。

少一些投机，多一些努力，是生活快乐永恒不变的修行法则。

人这一辈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内心一定要有所权衡。

生活再难，不能坑骗朋友;

时间再久，不能忘记恩人;

日子再苦，不能丢了骨气;

工作再累，不能投机耍滑!

唯有守好初心，不丢底线，日子才会踏实可爱，自己才能幸
福心安。

文章自然亲切！

底线演讲稿

朗诵：真实

工作汇报朗诵稿

端午节经典朗诵



底线的演讲稿篇八

底线或许是原则，又或许是我们做事情所遵循的规则。我个
人认为无底线就是没有原则，任由他人肆意地触碰内心最敏
感的部位，似乎没有什么做法或言语可以将他激怒。

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形形色色。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甚
至是亲人、老师，都有着一道不可触碰，不可跨越的界线，
好似一块禁地，又或是一个雷区，一旦踏入便会有不好的后
果发生。那就是底线。从小时候开始，我就被灌输一种思想：
千万不可以触碰别人的禁忌或底线。于是每一次与别人谈话
时，我都如同一只宠物一样小心翼翼地靠近新鲜的事物，不
敢过问太多的隐私。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逐渐长大，思想变得愈来愈成熟，似乎
懂得了一些曾经不太理解的道理，也掌握了与人谈话时的分
寸。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时常会发现他们中有的存在本质上
的区别，但那时候并没有深入理解。

直至初中，同学间相处的时间增加了不少，长期下来会发现
我们对于同学的习惯、兴趣爱好等都了如指掌。我偶尔也会
与曾经的同学聚一聚，聊一聊，发现他们的谈话、举止似乎
与以前不大一样，总觉得少了些许，却又说不出来。就当我
花费了许多时日在琢磨丢弃的事物时，猛然觉悟，原来他们
丢弃的是我一直所敬畏的底线，是那块禁地。

是什么让他们丢弃了这个让我敬畏了那么久的，让我一直小
心谨慎对待的底线？或许是为了维持那所谓的人际关系，又
或者是为了一些利益，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最不该
丢弃的就是这个底线。换句话说就是人最基本的就是底线了，
而如今连它都丢弃了，那就相当于丢失了信仰吧！

底线如同某个地区旁的警示牌，提醒着人们不要违反规则。
但如果连它都丢弃了，那人们就会肆无忌惮地跨越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