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实用5
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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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篇一

历史上的达官贵人、名门望族都会有自己的家训、家风，而
且还要经常诵读，以示后人。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已
经不再有文字性的家训、家风，更谈不上诵读了。所谓的家
风，也只能从父母的言传身教中得来。

西方有一句教育格言：“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
妈妈对这句话深信不疑，所以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百孝顺为先”。妈妈经常教导我们，为人父母生养孩子很
辛苦，我们应该学会感恩父母、懂得孝道。说话、做事都要
顺着父母的意愿，莫要让父母生气。即使父母有说的不对、
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要先顺着，然后找合适的机会再批评、
指正。妈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印象中从来没有见
过她与奶奶吵过架，当然更不会和我姥姥吵架。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好事不论大小，能
帮助的就尽量给予帮助，坏事再小也不能做。总之，妈妈带
给我们的永远是满满的正能量。也许是家风熏陶的缘故，同
学们都说我的言谈举止总给人一种凛然正气的感觉，所以送
我一绰号“板正哥”。为此，在小学二年级时，被评为班里
唯一的一名“雷锋好少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了让我们养成爱读书，爱写作
的好习惯，妈妈平时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会利用零碎时间
坐下看书、写作，可谓用心良苦。我想，我应该知道以后会
怎么做了，那就是“放下手机、捧起书本、拿起笔杆”，做
一个爱学习的人。

“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
云舒”。妈妈的处事格言也深深影响着我们要做一个与世无
争、恬然自安的人。

家风是一种潜在无形的力量,在日常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孩子的心灵,塑造我们的人格。只要用心感悟，妈妈的一言
一行都是我们良好的家风。

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篇二

16岁能做什么呢？我们大多数人的16岁，还待在高中的象牙
塔里，享受着父母的悉心呵护，老师的殷殷教诲，而有些人
的16岁，却已经挑起了重担，投身到艰难的革命事业当中。

时间推回到1923年，16岁的贺服丹考入江西女子师范学校，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岁的汪群担任
南昌地方团第三支部干事，两年后于北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1927年，这两个有着共同革命理想的年轻人一经相遇，
便引为知己，在后来一次次激烈的革命斗争中，爱情在腥风
血雨里悄悄萌芽，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勉励，并结合在一起，
成为并肩作战、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

党的八七会议后，中共江西省委制定了全省秋收暴动计划，
并选择赣西南为全省农暴的重点，成立了中共赣南特委。时
年23岁的汪群勇挑重担，担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20岁的贺
服丹也承担起了特委交通与机关的掩护工作。生在那样的烽
火岁月，年轻的他们没办法不让自己成为一名肩负使命的战
士，去为推翻压迫，坚守正义；去为改变贫穷，寻找光明。



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汪群夫妇重返了当时
血腥恐怖的白区赣州。

伉俪并肩，一个冲锋陷阵在前，一个保驾护航在后，他们一
起着手恢复了于都、南康、信丰、兴国等县党组织，创办了
《曙光》报，大造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的舆论，逐步建立起游
击队和小块根据地，形成了赣南梅花式的武装割据，为红四
军挥师南下创造了条件。

然而，革命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总是充满崎岖与坎坷。1928
年10月18日，由于叛徒告密，中共赣南特委遭到破坏，汪群
夫妇在赣州不幸被捕。被捕后，他们忍过了竹签插指的连心
疼痛，扛住了鞭抽脊背的皮开肉绽，经受了高官厚禄的糖衣
考验，识破了伪造口供的卑鄙荒唐，依然大义凛然地宣
称：“我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怕死的！要口供没有，要
命就拿去！”坚决不肯吐露半句有关党的机密，誓与国民党
反动派斗争到底。敌人无计可施，最终失去耐心，决定对他
们痛下杀手。

1929年1月，赣州城满城萧瑟，寒风凛冽，在通往卫府里的街
道上，汪群夫妇正被押往刑场，两位革命斗士昂首挺胸，慷
慨激昂地呐喊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
岁！”在一声声振臂高呼中英勇就义。

牺牲时，汪群同志不过25岁，贺服丹同志也才22岁，为了保
守党的秘密，践行那一句句入党时宣读过的誓词，这对革命
伉俪无悔地将青春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将生命献给了对党
的无限忠诚，将热血洒在了赣南的红色土地上。伉俪虽逝，
烈焰长存。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从未熄灭，无数革命先烈前
仆后继，英勇奋战，为了革命的胜利，在赣州这片红土地上
不断奋斗前行！



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篇三

在每一张老照片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
是本站小编带给大家的高中优秀话题作文《照片背后的故
事》，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天飘着小雨，我喜欢这种时候翻翻相册，回忆过去的岁月。
谈不上惬意，只是觉得那滴滴雨水正像过去的往事，在记忆
的长空中飘飞，让人重温过去的酸甜苦辣。

翻开相册，众多照片都呈现在我眼前，每一张都令人感到温
暖。翻着，其中有一张我记忆特别深，在众多照片中，或许
没有人能发现他的不同，而我觉得他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有
一个令我感动的爱情故事。他们从相知，相识到相爱漫长的
岁月里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周围朋友眼中的最佳恋人。午后，
慵懒的阳光洒落在地面上，纵长的道路上，我姐和姐夫在缓
慢的走着，共同约定了一个诺言：不管以后我到底走多远，
我都会带着你往前走。直到高中毕业典礼那一天，他们去了
一家婚纱店。他指着一套婚纱，有点忧郁，然后他轻声告诉
她：“等你嫁给我那一天，我把它买给你。”和所有恋人一
样，他们一起逛街，一起去看电影，人虽然贫穷，爱情世界
里的光芒是一样的，他和她，就这样轰轰烈烈的爱了。

当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我姐带他去见我的爸爸，由于他的贫
穷，我爸始终不同意他们结婚，当那天我爸把他撵出去以后，
我姐就准备行李和他私奔，最后，我姐被我爸带回来了，把
她打了一顿，可还是阻挡不了他爱她的心，最后终于用他们
的行动感化了爸爸。

时光飞逝，终于迎来了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在这一刻，他们
讲述了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最后终于用他们的行动实证
了诺言。



照片虽小，内涵却大。照片是爱留下的足迹，一切都在那里，
不要放大也不要缩小，我只能说十年之后再翻开这张照片时，
依然放射着爱的光芒。

每当我打开相册的时候，第一张照片会呈现在我眼前、呈现
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张可以令我回忆起童年时代美好的照
片。——它就是我的小学毕业照。

照毕业照那一天，有的同学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有的同学
脸上带着依依不舍的情怀。那一天太阳公公似手毫不留情，
大大的太阳爆晒在我们脸上。足足站了两个钟头的我们，终
于拍照出了一张完美的毕业照。从毕业照中的确看到了同学
们灿烂的笑容，怎可知毕业照后面同学们的情义有多深。

我们也许只是一班兄弟姐妹，虽然在一起只有短短三年，但
之前的友谊远远不是能想象的到的!我们就这么一次，打饭时
互相谦让。我们有这么一次。科技节互相观察。我们有这么
一次，上课时会认真听课。我们就这么一次，作业时会互相
讨论。我们有这么一次，拍毕业照时会留下灿烂微容。因为
想同学们留那一刻最美好的一面，因为我们是围绕着爱、生
活在同一个班的兄弟姐妹。

还记得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六一，我们坐在一起，互相疑问着：
我们的青春年华为什么会来得那么快?这可是我们最后一个六
一了，突然听见一个女生说：“好啦，好啦，别不开心了，
我们以后没六一了。不过，我们有五四青节啊!”逗得大家哈
哈大笑。每一次再看毕业照，我会怀念起小学时代的美好，
有笑声、有泪水、有意志、有努力、有辛苦。我从这些事情
中成长，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现在的我，只能通过照片回忆，回忆那早己离我远去的童年
时代。

在我家的杂物堆里，有一个箱子，是个尘封了很久的一个老



箱子，上面盖着厚厚的灰尘，在时光的偷袭之下，显得格外
脆弱不堪。某个周末，我闲着没事，准备打开那个沉睡以久
的箱子。掸去上面的灰尘，箱子干好裂开一条缝，好像在冲
我笑，可是没想到尽然是“笑里藏刀”，我“啊”的一声叫
了起来，“元凶”是一只蜘蛛，要知道，我最怕蜘蛛了。我
它处理掉之后，一张张黑白老照片使我眼前一亮，出于好奇，
我将这些照片整整齐齐排好，并挑出了一张我最喜欢的，照
片里面并排站着两个年轻女子，她们是谁?这个疑问倏地闪过
我的大脑。我突然发现站在右边的哪一个和我外婆好像。照
片理的她将两条粗粗的辫子盘在帽子理，睁着大大的眼睛，
好像在盼望什么，嘴角略有弧度，穿着当时流行的军装，手
里还拽着一本小册子，看起来精神抖擞……我不禁莞尔，可
一瞬间，又有另一种感觉直奔我的心窝，让我有了一丝寒意，
从照片里面两个人微微上扬的嘴角和明亮的眼神里，有流露
出一种忧郁、一种惆怅，一种意想不到的辛酸。我不禁自问：
怎么会这样呢?也许，我太敏感了吧。

十年浩劫，当时的生活就如这张黑白照片吧——无色无味。
俗话说的好啊!“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人类精神的食
粮”拒绝知识，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啊!知识造就一切，这
十年浩劫，它耽误的不止是文化的发展，更多的是耽误了老
一辈学习中国文化的宝贵时间啊!

在我的书桌上，有一张照片，那是我们六年级毕业是的全体
同学的毕业照，至今仍在我书桌的那个最显眼的地方。

回味我们六年的生活，酸，有过；甜，有过；苦，有过；辣，
有过；咸，也有过。

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时，谁也不认识谁，可谁知最后，我们却
在分开时那样的不依，那样的不舍。

当我们成为了一班的同学时，同学们都个个自我介绍，那情
景，我现在还依稀记得，有搞笑的，有肉麻的，也有故做严



肃的，那样子真叫人喊牙酸。我们班的同学十分团结，特别
是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那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精神在
不知不觉中被挖掘出来，当我们在获得了奖项的时候，全班
同学都甭提多高兴了，都乐呵呵的比划出一个“v”字形，大声
的喊叫着：“耶!”那气势可真是壮观，比吃了蜜还甜。有甜
必有哭，我们在集体考试中全集排名都是名列前茅，可谁知，
就在我们都胸有成竹的等着这一次的冠军排名，天知道，我
们全集排名居然落后了一名，得了个亚军，我们都十分沮丧，
在我们失望之余，老师语重心长的来安慰我们，给我们打气，
鼓励我们奋发向上，她并没有责怪我们，知是用她那张灵巧
的嘴诉说着那能令我们重拾信心的话语，于是，我们相信，
失败是成功之母。在这次排名下降的暴风雨的洗礼之后，我
们变得更加热爱学习，更加刻苦，在这段时间，同学们都非
常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有夺回了那专属我们
的第一名。这使过程中的苦意渐渐消褪。

一张照片，足足可以勾起我们美好童年里的种种趣事。

每当看到桌上的这张照片，我的心不由得像是打翻的五味瓶，
酸，甜，苦，辣，咸，五味具全，每一味都是那样的意味深
长，每一味都包含着我们的美好回忆，让我们拥有了一个美
味的童年。

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篇四

时间老人坐着轮椅缓慢地从我身边走过。调皮的时间从老人
的口袋中偷偷溜了出来，和我作伴，带给我两样礼物 ——一
样是成长，另一样是伤痛。

我不懂它的含义，猜测着是不是时间在提醒我，要在伤痛中
成长?

人告诉我，我长大了，不再为伤痛流眼泪 了。我笑得扯疼了



嘴角，我在伤痛中成长，渐渐明白那两样礼物。

时间送我两样礼物——一样是成长，另一样是伤痛。外伤我
还能忍住，可这次是精神和心灵 上的伤痛，不知，我是否依
然能在伤痛中再一次找到成长。向来最疼我的太婆突然离世，
使我刹那间忘记 了呼吸，因为伤痛太深，就连呼吸也是痛的。
亲人 的离世，使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太痛，痛得让我仿
佛失去了所有的知觉。伤痛太容易蔓延，几天后，我的心似
乎也变空了。紧接着的，是一向健康的外公 又中风了，上一
次的伤痛还未停止，新的伤痛又来了，中风的外公躺在病床
上，嘱咐我：“点囡，要长大了，外公帮不了家里的忙了，
你要好好读书 ，平常也多帮妈妈 干点家务活。”我坚持 地
去做了，不顾伤痛，忘记了哭泣。家人再一次告诉我，长大
了，能为家人帮忙了。我高兴 ，因为我再一次在伤痛中学
会了成长，我更明白了那两件礼物。

时间送给我两件礼物——一样是成长，另一样是伤痛。我懂
了在伤痛中成长;我明白了，在伤痛中成长;我学会了，在伤
痛中成长。

成长，是我一个人的战争 ，虽然它没有硝烟，没有伤亡。但
它让我明白，面对伤痛不能倒下，哪怕是伤痛很强大，也不
能倒下。

我想，我可以大声对时间说，谢谢!我已经学会在伤痛中成长。

讲中国民间故事的演讲稿篇五

一个人一天能爬多少座山？

一个人一天能走多少里路？

有这么一个闽西人，在短短一周时间内，他翻山越岭，穿过
了江西八个县，行程一千多里，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尖



兵项与年。

1934年9月底，在江西庐山牯岭，蒋介石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
会议。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进一步部署对苏区红军的第五
次“围剿”。会上制定了“铁桶计划”，在红都瑞金四周构
筑了三百重铁丝网，三十重碉堡线，动用一百五十万大军，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施突然包围，要在六个月内消灭红军。

庐山牯岭会议结束后，地下工作者，时任国民党赣北第四军
专区司令莫雄，把三四斤重的绝密文件交给了项与年、刘哑
佛、卢志英等共产党员。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人立刻将
绝密文件要点，以特急电报发往中央。随后分头把主要内容
用特种药水密写在四本学生字典中。那么派谁去送情报最适
合呢？项与年会讲客家话，熟悉当地人情地貌，又是保安司
令部机要秘书，过关卡比较隐蔽、方便。最终，项与年自告
奋勇，承担起了挽救红军生死危亡的重任。

拿到情报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
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
掩护，避开大路，翻山越岭，秘密前行。

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时，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
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
翅难飞。如何闯过关卡，成了大难题。经过反复思索，他决
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他找了处隐蔽的地方，拿起地上的砖头狠狠砸向自己的门牙，
顿时眼冒金星、鲜血飞溅，4颗牙齿脱落了下来。巨大的疼痛
使他昏倒在地，醒来时嘴角还残留着伤口血迹，脸颊也肿得
异常吓人，哪里还看得出原来的面目。

为了能让自己装扮得更像乞丐，项与年又抓起破房子里的柴
灰往脸上涂，在身上抹上牛粪，找来一顶废弃的礼帽、一件
破夹袄和一只缺了角的海碗，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



袋子里，拄着拐棍往关卡走去。

“站住！你一个要饭的，嘴巴怎么肿得这么大？”有一个凶
神恶煞的哨兵瞪大眼睛问道。

“长官，您不知道，我在一大户人家要饭时，主人不给，还
放出狗来咬我，我就拼命跑，哎……摔了一大跤。”项与年
佝偻着背，哭丧着说。

敌人信以为真，让他过去了。

就这样，项与年强忍疼痛一路乞讨，俨然成了真正的乞丐。
他把乞讨来发馊了的食物放在字典上面，沿途敌军哨兵见了，
很远就捂住鼻子，“哪里来的臭要饭的，赶紧滚！真晦气，
呸！”。项与年翻越了十八个横排的山岭，顺利穿过了密不
容针的关卡防线，10月7日终于到达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
地。

“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面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
项与年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

“你是？项老弟？！哎哟，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嘛？”周恩
来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叫花子就是当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
作时的老部下。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
身的衣袋中掏了出来。周恩来立即命令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
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分析研究。获悉“铁桶计
划”后，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提前实施突围转移。

至此，项与年冒死送情报的英勇壮举，让近十万中央红军躲
过了国民党的“铁桶合围”之势，跳出了足足30道严密封锁，
提前十天踏上了长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