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文体站演讲稿(大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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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文体站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文艺部副部--，首先感谢大家给了这次机会站
在这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今天我竞选的职位是文艺部部
长。

正如大家所见，这就是我：活泼外向，直率真诚，热情洋溢，
无时无刻不充满干劲！有话直说就是我的风格！过去的两年
里，我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可以说，我活跃在学校或学院的
各个舞台上，这一路走来，不能说是鲜花满地，但起码我们
都收获了披荆斩棘后的快乐和喜悦。我作为本届唯一一个在
文艺部呆了两年的人，我付出了很多，有汗水，有泪水，但
是我也成长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明白了什么是目标，什么
是责任，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团结，从部员到
副部，我熟悉文艺部处事的各个流程，部内各个职位的工作
特点，组织，策划，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培养
了责任感和荣誉感，得到了部员和同学的支持和信任，使得
自己现在在文艺部的各项工作中如鱼得水。而这次参加文艺
部部长的竞选，对我本身来说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是
对我的一种锻炼和考验。大家精彩的演讲给了我不少的压力，
然面对这样的压力，我只能尽力去争取，无论成功与失败，
我要做到的只是无愧于己，无愧于心，当然我也会迎难而上，
用我的表现来争取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学生会文艺部是一个代表学生的`团体，是让每个学生施展自
己才华、才艺的舞台。因此我热爱文艺部，为身为其中的一
员而自豪。一届一届的传承，正是希望的延续。如果我竞选
成功，成为下一届文艺部部长，我会从各方面来完善文艺部
的各项工作。比如说推陈出新，面对多元化的校园，文艺部
现在表演的形式还很单一，节目也经常重复表演，同学们多
少失去了一些新鲜感和激情，所以在今后节目的策划与实施
中，要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并且要多有一些体现历史学院特
色的节目。然后也要增进部内部员，副部，部长之间的友谊，
多交流多沟通，共同努力来使文艺部变的越来越好。同时如
果我竞选成功，我也会进一步的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各方面
的能力，希望是自信的动力，自信是成功的源泉。我一定会
以饱满，热情，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文艺部的每一份工作，将
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充分发挥。

文艺部的工作离不开生活部和宣传部，还有社会实践部的帮
助，谢谢他们，还有谢谢老师，谢谢保哥，谷哥，楠姐，谢
谢我的部长，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亲爱的部员，当然，更谢谢
在座的每一位积极参加文艺活动的同学，谢谢你们的辛苦参
与和付出，谢谢你们。

我一直相信青春是一抹亮丽的暖色，是文艺部给了我尽情挥
洒的舞台，我想要留下来。我也相信年少没有失败，挑战无
处不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如果你们选择相信我，支持
我，请把你们珍贵的一票投给我，我一定在其位，谋其职，
尽其力，不会让大家失望，谢谢！

文体站演讲稿篇二

中考文言诗文知识点汇编之文体知识

1．说是古代的一种散文体裁。从内容上看，文体可以叙述事
情，可以说明事物，也可以发表议论；大多是一事一议，要
求说出作者对某个问题的深刻见解。这种“说”，它的叙事



及议论，都是为了表明作者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个问题或某种
现象的看法，从本质上说，它是属于议论性的文体，与现代
的杂文或杂感小品相似。初中阶段所学的有《马说》《爱莲
说》《黄生借书说》等。

2．表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文体。在古代，臣子写给君主的
呈文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战国时期统称为“书”，“书”是
书信、意见书的总称。到了汉代，这类文字被分成四个小类，
即章、奏、表、议。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里说：“章
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可见，表的主
要作用就是表达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和希望，“动之以情”是
这种文体的一个基本特征。此外，这种文体还有自己的特殊
格式，如开头要说“臣某言”，结尾常有“臣某诚惶诚恐，
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之类的话。我们初中课本所选诸葛亮的
《出师表》即“表”中范例。

3．序又名“序言”“前言”“引言”，是放在着作或正文之
前的文章。古代另有一种序是惜别赠言的文字，叫做“赠
序”，内容多是对所赠亲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如宋
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即是作者写给同乡晚辈的赠序。还有
一种是写在诗歌前面的序，叫“诗序”，多交代所咏故事的
有关内容或作诗的缘起，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前面有一段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
怀子由。”这段小序即交代了作词的缘起与过程。

4．铭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后
来成为一种文体。一般都用韵，形式短小，文字简洁，内容
多含颂扬、鉴戒之意。我们学过的如刘禹锡的《陋室铭》。

5．记是古代的一种散文体裁。文言文标题中的“……记”，
相当于现代文“记……”的形式。如“小石潭记”，就
是“记小石潭”，即记述游小石潭的行踪以及小石潭的景物。
这类文章当中，大多数是游记，一种用来记叙旅途见闻和某
地政治生活、社会面貌、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及名胜古迹等



的散文体裁。其次是些普通的叙事性散文或者“杂记”（包
括如《桃花源记》这样的诗前序文）。除以上两篇，我们学
到的还有《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满井游记》《核舟记》
等。

6．传记述个人生平事迹的文章。一般来说多为记述那些在历
史上较有影响而事迹突出的人物的生平事迹。多采用叙述、
描写等手法，展示人物的生平风貌。这种文体，惯用于史书。
一般为他人所写，如《张衡传》等，也有写自己的传记，如
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7．书即书信，古人的书信又叫“尺牍”或曰“信札”，是一
种应用性文体，多记事陈情。尺牍文学功能多种多样：可以
抒情，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林觉民的《与妻书》；也
可以写景，如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可以写私人化的事件
和感情，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也可以进谒显贵，
勉励后学，形成别具特色的书牍文传统。尺牍讲究谋篇布局，
文质俱佳。

文体站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文体部副部xx，首先感谢大家给了这次机会站在
这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今天我竞选的职位是文体部部长。

正如大家所见，这就是我：活泼外向，直率真诚，热情洋溢，
无时无刻不充满干劲!有话直说就是我的风格!过去的两年里，
我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可以说，我活跃在学校或学院的各个
舞台上，这一路走来，不能说是鲜花满地，但起码我们都收
获了披荆斩棘后的快乐和喜悦。我作为本届唯一一个在文体
部呆了两年的人，我付出了很多，有汗水，有泪水，但是我
也成长了很多，得到了很多，明白了什么是目标，什么是责
任，什么是拼搏，什么是奉献，什么是团结，从部员到副部，



我熟悉文体部处事的各个流程，部内各个职位的工作特点，
组织，策划，协调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培养了责任
感和荣誉感，得到了部员和同学的支持和信任，使得自己现
在在文体部的各项工作中如鱼得水。而这次参加文体部部长
的竞选，对我本身来说可以说是一次不小的挑战，是对我的
一种锻炼和考验。大家精彩的演讲给了我不少的压力，然面
对这样的压力，我只能尽力去争取，无论成功与失败，我要
做到的只是无愧于己，无愧于心，当然我也会迎难而上，用
我的表现来争取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学生会文体部是一个代表学生的团体，是让每个学生施展自
己才华、才艺的舞台。因此我热爱文体部，为身为其中的一
员而自豪。一届一届的传承，正是希望的延续。如果我竞选
成功，成为下一届文体部部长，我会从各方面来完善文体部
的各项工作。比如说推陈出新，面对多元化的校园，文体部
现在表演的形式还很单一，节目也经常重复表演，同学们多
少失去了一些新鲜感和激情，所以在今后节目的策划与实施
中，要有大胆的创新精神，并且要多有一些体现历史学院特
色的节目。然后也要增进部内部员，副部，部长之间的友谊，
多交流多沟通，共同努力来使文体部变的越来越好。同时如
果我竞选成功，我也会进一步的完善自己，提高自己各方面
的能力，希望是自信的动力，自信是成功的源泉。我一定会
以饱满，热情，积极的心态去对待文体部的每一份工作，将
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充分发挥。

文体部的工作离不开生活部和宣传部，还有社会实践部的帮
助，谢谢他们，还有谢谢老师，谢谢保哥，谷哥，楠姐，谢
谢我的部长，谢谢一直支持我的亲爱的部员，当然，更谢谢
在座的每一位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的同学，谢谢你们的辛苦参
与和付出，谢谢你们。

我一直相信青春是一抹亮丽的暖色，是文体部给了我尽情挥
洒的舞台，我想要留下来。我也相信年少没有失败，挑战无
处不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如果你们选择相信我，支持



我，请把你们珍贵的一票投给我，我一定在其位，谋其职，
尽其力，不会让大家失望，谢谢!

文体站演讲稿篇四

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来解说事物、阐明事理而给
人知识的文章体裁。它通过揭示概念来说明事物特征、本质
及其规律性。说明文一般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类别、关
系、功能，解释事物的原理、含义、特点、演变等。说明文
实用性很强，它包括广告、说明书、提要、提示、规则、章
程、解说词、科学小品等。

说明文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说明文可分不同的类别：

1、依据说明对象与说明目的的不同，把说明文分为事物说明
文和事理说明文两大类。但是，有时在一篇说明文中，介绍
事物与阐释事理往往是交错使用的。事物说明文的说明对象
是具体事物。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形状、构造、性质、特点、
用途等作客观而准确的说明，使读者了解、认识这个或这类
事物。事理说明文的说明对象是某个抽象事理。将抽象事理
的成因、关系、原理等说清楚，使读者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明白这个事理为什么是这样是其主要目的。因此，不管是事
物说明文还是事理说明文都要求作者对说明的对象进行真实
的介绍，这其中，我们不乏感受到文中的科学精神。物说明
文是对事物进行详细介绍的文体形式，而事理说明文是对道
理进行详细介绍的文体形式。区别是前者针对事物，后者针
对道理。说明文的说明对象是你要说明的事物。

议论文和事理说明文的不同：

事物说明文的说明对象一般为具体事物，而事理说明文的说
明对象一般为抽象事物，议论文亦称说理文、论说文，就是



讲道理、论是非。作者通过事实材料和逻辑推理来阐明自己
的观点，表明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

说明文之事理说明文是阐明抽象事理的。这种说明文主要是
说明事物的本质、事物内部或事物之间内在联系一类问题枣
事物的起因。

2、根据说明语言的不同特色，表达方式的使用情况的不同，
把说明文分为平实的说明文和生动的说明文两种。生动的说
明文又叫文艺性说明文。文艺性说明文是通过文艺的形式介
绍科学知识的说明文。

说明文的特点

说明文虽然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类文种，但若没有
其他表达方式(如叙述、议论、描写等)的恰当配合，则无法
圆满地完成向读者介绍事物、解释事理的任务；而从学习写
作说明文的角度讲，如果能确切了解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在
说明文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准确使用叙述、议论等方式来辅
助说明，说明文就能写得有声有色，文采斐然。

说明文的特点是说，而且具有一定的知识性。这种知识，或
者来自有关科学研究资料，或者是亲身实践、调查、考察的
所得，都具有严格的科学性。为了要把事物说明白，就必须
把握事物的特征，进而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即不仅要说
明是什么，还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应用性说明文一般只要
求说明事物的特征，阐述性说明文则必须揭示出问题的本源
和实质。

说明文是客观地说明事物的一种文体，目的在于给人以知识：
或说明事物的状态、性质、功能，或阐明事理。《中国石拱
桥》属于后者，它以赵州桥和卢沟桥为例说明中国石拱桥不
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的特征。《大自然的语言》属于
前者，文章科学地说明了物候学知识。说明事物特点和阐明



事理是说明文的两种类型。

为了把事物特征说清楚，或者把事理阐述明白，必须有相适
应的说明方法。常见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分类别、列数字、
作比较、列图表、下定义、作诠释、打比方、摹状貌、作引
用、作假设等。写说明文要根据说明对象和写作目的，选用
最佳方法。采用什么说明方法，一方面服从内容的需要，另
一方面作者有选择的自由。是采用某一种说明方法，还是采
用多种说明方法，是采用这种说明方法，还是那种说明方法，
可以灵活，不是一成不变的。

说明要有顺序，这是使说明内容条理化的必要条件。常见的
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逻辑顺序。说明的时间
顺序和记叙的时间顺序相似。空间顺序，要特别注意弄清空
间的位置，注意事物的表里、大小、上下、前后、左右、东
南西北等的位置和方向。逻辑顺序，常以推理过程来表现。
采用什么顺序，主要取决于作者所说明对象的特点。说明事
物的发展变化，时间顺序容易表示清楚。写建筑物的结构，
离开空间顺序难让读者看明白。说明事理用逻辑顺序，正便
于体现事理的内部联系。

说明语言的准确性、平实性、周密性和科学性，是说明文语
言的先决条件。表示时间、空间、数量、范围、程度、特征、
性质、程序等，都要求准确无误。说明的实用性很强，稍有
差错，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在准确的前提下，说明的语
言有的以平实见长，有的以生动活泼见长。由于说明的对象
和作者语言风格的不同，说明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或概
括，或具体；或简洁，或丰腴；或精练，或详尽；或平易朴
实，或幽默风趣，总之不拘一格。阅读说明文和写说明文可
以联系起来。上面谈到的所要把握的四点，阅读说明文要注
意，写说明文也要注意，只是所提要求要注意符合学生实际。

说明文的语言特点



第一，内容上的科学性。说明文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以确
凿的材料为依据，如实反映客观事物的特征、本质及规律，
具有严密的科学性。

第二，结构上的条理性。事物和事理有时往往是比较复杂的，
为了给读者以明确的认识，说明其特征时必须有一定的条理
和顺序。常见的说明顺序有时间顺序(程序顺序也是时间顺序
的一种)、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这种说明顺序往往体现在文
章的结构层次上，所以阅读说明文时，理清结构层次与把握
说明顺序是一致的。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说明文的实用性很强，语言表达失之
毫厘，其结果就会谬以千里，所以说明文语言要求准确无误，
给读者以科学的认识。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说明文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各门学科的教科书、科普读、知识小品、解
说词、说明书等都是说明文。可以说，说明文和我们日常学
习、生活、工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说明文的阅读方法

科学说明文和一般说明文一样，也是以说明为主要表达方式，
以传授科学知识为根本任务，介绍事物，阐明事理，说明事
物运动、变化、发展规律的。因此，阅读此类文章，自然也
应该抓住说明的对象及其特征，看看它是如何来说的。例如
初二第六单元《奇妙的克隆》一文，不妨来个这样三读：

一，读抓纲--整体把握说明点

说明文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读者某个事物或某个事物的某
方面的知识。而作者传达的这个知识，就是说明点，也就是
说明文的中心思想。那么怎样把握它呢？方法主要有三：首
先可抓住文章的标题明确说明点。俗说标题是文章的眼睛，
说明文的标题往往揭示了说明的中心。先看总标题：《奇妙
的克隆》，可知是有关神奇的克隆技术的知识介绍，以揭开



克隆的秘密；再看内容，全文用了四个小标题：克隆是什么、
克隆鲫鱼出世前后、克隆绵羊多利、克隆技术造福人类。你
只要浏览一下课文的小标题，就会对课文内容有个大体的了
解。

其次可抓住文章的结构归纳说明点。一般说明文往往都会围
绕一个主要问题或内容进行说明，而有的说明文则需要我们
把小说明点归纳起来，构成全文的说明点。例如《奇妙的克
隆》采用的是并列式结构，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克隆，除了我
们前面说的抓小标题外（或者假如像有的文章那样就没有小
标题），我们也可以根据四部分的内容结构把它归纳出来。
即克隆的含义、实验、发展与好处等。

另外可抓住说明的顺序弄清说明点。事物事理的本身是有其
顺序的，人们认识事物事理也有一定的顺序，因此理清了文
章的顺序，也就有助于弄清说明的中心。例如这篇课文主要
是阐述事理的，无疑采用的是逻辑顺序：先写克隆的含义，
接着写克隆实验，再写克隆的发展，最后写克隆对人类的造
福和对克隆的思考。行文脉络十分清楚，说明事理步步推进，
文章的中心也就一目了然。

二，读精析--细部研讨方法点

要想把事物事理说清说透，就肯定离不开说明方法。因此阅
读说明文，就应当抓住主要的说明方法，并搞清楚各种说明
方法的联系和作用，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说明的内容和
文章的结构。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可以先从全文上提领各部分的说明方法。不妨列出表格，
以一览无余。

二是可以抓住重点段落，精要分析具体的说明方法。例如：
在克隆是什么一小节里，作者为了说明克隆，运用了三种说
明方法：举例子、释义和引用。举例子：列举植物、动物界



当中的人们比较熟悉的例子来说明，把艰深的科学知识说得
简明易懂；释义：对克隆一词进行溯源并作出解释；引用：
引入《西游记》中孙悟空拔一把猴毛变出一大群猴子的故事，
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克隆是怎么一回事，把科学技术写得富有
趣味。

三，读品味--捕捉咀嚼情感点

与其他文体一样，说明文中也同样说着作者的情感态度，而
这也正是我们理解课文所不可或缺的。《奇妙的克隆》是生
物学家谈家桢写的一篇科普文章。学习这篇课文，既要了解
克隆这一科技成果，更要从中学习科学家在科学的道路上锲
而不舍、不断攀登的精神，还要在此基础上，对科学这把双
刃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为了说明什么是克隆，作者精心组织材料，把克降是什么克
隆技术的发展脉络克隆羊多利的诞生克隆技术如何造福人类
介绍得清清楚楚。但是作者又不限于一般性的知识介绍，而
是融入自己的赞赏之情和严肃思考。具体地说，本文既向我
们介绍了克隆科学知识，又展现了包括我国科学家在内的科
学精神，同时又引领读者全面地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阅读
时，我们就要从课文中找出能表现科学家严谨、求实、锲而
不舍的态度与精神的句子，加以体味。

例如：（1）用鲫鱼囊胚期的细胞进行人工培养，经过385
天59代连续传代培养后，用直径10微米左右的玻璃管在显微
镜下从培养细胞中吸出细胞核。（2）在189个这种换核卵细
胞中，只有两个孵化出了鱼苗，而最终只有一条幼鱼度过难
关，经过80多天培养后长成8厘米长的鲫鱼。（3）依靠高超
的外科手术从爪蟾蝌蚪的肠上皮细胞、肝细胞、肾细胞中取
出核，并把这些细胞的核精确地放进已被紫外线破坏了细胞
核的卵细胞内。（4）经几百次灰、黑、白这样的操作以后，
白色小鼠终于生下了三只小灰鼠。（5）经过247次失败之后，
他们在7月得到了一只名为多利的克隆雌性小绵羊。（6）用



极细的吸管从卵细胞中取出核。立即送入取走核的苏格兰黑
面羊的卵细胞中。然后，将胚胎巧妙地植入另一只母羊的子
宫里。（7）可以期待，许多生物学家，特别是那些从事无性
繁殖研究的科学家，将会严肃的考虑它的含意，并展开科学
讨论，用以教育世界人民。这些句子，无一不体现出神圣的
科学精神。

文体站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能够站在这里参加这次竞选。

我叫xx，来自20xx会电6班，今年19岁，性格活泼、开朗、积
极乐观。

很荣幸能登上这个神圣的讲台，表达自己由来已久的愿望。
现在，我庄严地宣布：

“我竞选的目标是学生会文体部部长。”我也郑重地承诺，
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得到大家的认可。

经过一年的大一生活，我学到了许多化解矛盾的方法，为人
处世的准则，待人接物的态度，懂得“少说空话，多做事”
的重要。这一切的一切都证明，我有能力承担起学校委予我
的重任。

对于文体部部长的具体工作，我虽未涉及过，但我认为任何
事都要经历从“不会到会”的阶段，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我
就一定能胜任这工作。

假如我竞选上了学生会文体部部长，首先，我会对宣传部的
各部门作一次深入的调查了解，找出不足和优势，将不足改
善，让优势发扬。其次我会积极响应学院的号召，努力完成



学院交给的各项任务，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最后我引用
一句名言“是金子总要发光的”来证明自己的信心，希望以
上所说，能让大家对我有更多了解，也希望各位评委能够支
持我，投上您宝贵的一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