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 共创文
明校园演讲稿(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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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
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
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篇一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五四精神共创文明校园》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
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20xx年的5月4日，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
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
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如
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种
精神，一种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有
着青年人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有着青年人振兴民族
大业的赤胆与忠心。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求学，都有一个追求，都有一个理想，都
有一个志向，如果说学校是一片沃土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把
我们的耕作变成果实，实现我们的追求;如果说学校是一支拐
杖的话，我们要拄着这支拐杖攀登高峰，实现我们的志向;如
果说学校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巨鸟的话，那她会承载着我们的
希望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学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诚



实的人，一个勤学的人，一个守纪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取决于市民的素质，一个学校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我们每位同
学。同学们，你们是否想过我们的文明与否，不仅代表着我
们个人的形象，也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因此，从现在起，我
们应坚决摒弃掉我们身上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养成良好行为
习惯，做一个自尊、自爱、整洁、朴素大方的学生;做一个真
诚友爱、礼貌待人、品德高尚的学生;做一个勤奋学习、积极
向上的学生;做一个文明、健康向上的21世纪的“四有”新人。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提到：“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
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一个文明、美丽的校园，让我
们九台一中的每一名学生都成为一个文明之人，让文明之花
开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共创文明校园》。

太阳褪去了夏天的火气时，我们随着秋天的脚步开始了新一
轮的努力。可是当你踏着光洁的地板走进教学楼的时候，你
是否会想起手拿拖把，辛苦擦地的同学们;当你在校园里与朋
友尽情嬉戏的时候，你是否会看见草坪前苦心栽培花草的背



影;当你在干净、整洁的校园里漫步徜徉的时候，你是否能感
觉到那位环卫爷爷的艰辛。

我们总是认为校园永远是纯洁、美丽的!那么，在这么美丽的
校园里，同学们，你们怎么可以漠视那尽情飞舞的果皮纸屑
玷污校园的风景，而不伸出双手送它们回家呢?你们怎么忍心
让洁白的墙壁，留下串串脚印，还发出幸灾乐祸的笑声呢?你
们怎么能让美丽的校园在香烟的烟雾里失魂落魄，怎么能在
你同窗好友的面前上演刀光剑影、插队哄抢呢?难道你们没有
察觉到师长眼神中那一丝担心、那一缕疲惫?同学们，美丽的
校园不仅仅只需要别人的付出，更需要你我的文明举止呀!

文明是风，它可以吹拂每一位学子的心;文明是花，它能将校
园装扮得更加美丽。同学们，让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在明
媚的阳光下宣誓：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引领文明风气、
创建文明校园、争做文明学生!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会再现
“十中学子”的风华，会使我们的大家庭充满希望、充满活
力!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养成文明习惯 共创美好校
园》。

文明礼仪是做人的根本，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没有了文
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那么我们纵然拥有了高深的
科学文化知识，对人对己对社会又有何用？“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人，学做有心
人。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让文明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我们伟大的祖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我们以孔孟为典
范，十分注重文明礼貌。孔融四岁让梨，北宋有个叫杨时的
进士程门立雪，这都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们生活在社会主
义大家庭，文明礼貌、处事待人是我们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
修的一课。

文明是相遇时的一个微笑，是同学有难时的热情帮助，是平
时相处时的诚挚关怀，是见到老师时的一声“老师，您好”
的问候，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起”，是自觉将
垃圾放入垃圾箱的举动。文明是一种品质，文明是一种修养，
文明是受人尊敬，并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行为。

在学校，同学们如果没有良好的行为习惯，那么同学们就会
无组织、无纪律，不讲卫生，甚至破坏整个学校良好的学习
环境。相反，如果我们养成了文明的习惯，就可以营造出良
好的学习氛围，就可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能成为有教养的
人。

我们要把文明放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千万不要认
为文明是小事。因为每个人举手投足都传递着丰富的信息，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
力，我们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文明而美丽的沁县中
学！

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篇四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五四精神共创文明校园》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
青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1920年的5月4日，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独



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最
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如
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种
精神，一种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有
着青年人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有着青年人振兴民族
大业的赤胆与忠心。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求学，都有一个追求，都有一个理想，都
有一个志向，如果说学校是一片沃土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把
我们的耕作变成果实，实现我们的追求；如果说学校是一支
拐杖的话，我们要拄着这支拐杖攀登高峰，实现我们的志向；
如果说学校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巨鸟的话，那她会承载着我们
的希望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学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
诚实的人，一个勤学的人，一个守纪的人，做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
取决于市民的素质，一个学校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我们每位同
学。同学们，你们是否想过我们的文明与否，不仅代表着我
们个人的形象，也代表着学校的形象。因此，从现在起，我
们应坚决摒弃掉我们身上种种不文明的行为，养成良好行为
习惯，做一个自尊、自爱、整洁、朴素大方的学生；做一个
真诚友爱、礼貌待人、品德高尚的学生；做一个勤奋学习、
积极向上的学生；做一个文明、健康向上的21世纪的“四
有”新人。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提到：“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
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
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同学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一个文明、美丽的校园，让我



们九台一中的每一名学生都成为一个文明之人，让文明之花
开遍校园的每个角落。

共同创建文明校园演讲稿篇五

文明，一个值得拥有的名词。一个人的文明语言，文明词汇，
直接发挥着本来有的独特魅力!虽然常说。文明之词，时时刻
刻萦绕在耳边，盘旋在脑海，思迪着你我。但是又仔细想想，
真真切切做到有多少人，真真切切做到文明又有多少人。一
个不起眼的动作，一个不起眼的表现，时时刻刻体现着你我
的文明程度。

文明校园需要你和我的共同努力，共同创造。校园文明，好
比你我的双手，需要呵护备至，需要你我的沐浴。一个良好
的习惯，是在时间的考验之下，一点一滴积累的。所以，校
园文明需要你我，我们更需要在校园的怀抱中享受知识海洋
的魅力!

我们每个人，都共同生活在这个青春靓丽校园中，校园中的
一抹绿色，一片瓷砖，都需要文明的呵护。

就算很小很小的一片残片，废纸，饮料瓶，我们都时时刻刻
警记，都应该把它放在相应的位置，不能随手抛弃，更不能
随便破坏。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更的能体现你我的文
明之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不能仅仅靠嘴表达出来，而且
还要做出来，让文明之花唱响你我他，让文明用语传递你我
的正能量。

文明之行，始于足下。文明之月，需要大家一起创造，思迪
身边人，让文明伴着我们一起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享受校
园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快乐，在成长的过程中享受知识的海
洋!

文明好比读书，一本好书，可以给你带来全新的世界，品读



书中的奥秘，领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书
美文，进化自己的心灵感应。正如文明一样，只要你肯用心
感受，去领悟，也会体悟到不一样的知识世界。

文明礼仪是你我在相逢中的微笑;文明礼仪是你我在相互碰撞
时，一声对不起;文明礼仪是你我向老师走过时，一声老师好。
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礼仪的熏陶中长大，更懂得我们中华
是礼仪之邦，更要懂得文明礼仪的重要性。

文明礼仪之行，始于足下。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让文明之花伴着我们成长，让文明的花苞绽放在这个充满希
望校园中。让我们的校园在礼仪中熏陶，渲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