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精选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
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篇一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心事挂心头，
必是人生好时节，都说美好的歌声让人陶醉，美好的舞蹈让
人炫目，美好的师德让人终生难忘，难忘终生。在这个美好
的时刻，我很荣幸代表经贸系参加学院第三届“师德师风建
设”演讲比赛。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安于三尺讲台，用爱写好师德。

说到教师，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三尺讲台”。有人这样戏谑
地总结教师行业，说它“一根教鞭、两袖清风、三尺讲台、
视死如归”，尽管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在这三尺狭小的空间
里，却见证了多少优秀教师最崇高的师德，他们用青春和热
血甚至生命守卫着一方净土。

如果不是那一场特大地震灾害，谁也不会记得那个在三尺讲
台上坚守了33年的他；

如果没有那一次成功的疏散，或许依然有人称他“不务正业
的校长”，而一场地震却让他的名字传遍全球！他就是四川
省安县桑枣中学“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师德标兵”、校
长叶志平！在2014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中，桑枣中
学2200多名师生在1分36秒内安全转移，创造了“零伤亡”奇
迹，他因此被网友誉为“史上最牛校长”。

如今叶志平同志倒在了三尺讲台上，也把一个伟大的人民教



师的形象永远的铭刻在我们心上。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
我想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和我一起把最为热烈的掌声送给像
叶校长一样把全部的爱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们！(鼓掌)谢谢！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修养，立德为本；

师德兴则教育兴，教育兴则民族兴”。师德是教师的生命，
是教师立业之本。我很荣幸，我从事着这样一个天底下最光
辉的事业，我爱教师这个行业！就像艾青《我爱这土地》一
诗中说得那样：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三尺讲台就是我热爱的土地！一灯如豆，四壁青辉。在物欲
横飞的年代，我甘愿守住一方净土，安于三尺讲台，用爱写好
“师德”。我相信，总有一天，爱，会撒满人间！谢谢大家！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师们:

大家上午好: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有强烈责任感和爱岗敬业的
奉献精神。通过学习，逐步提高了全体教师对加强教师思想
道德建设的认识。明确的认识是正确行为的开始，目前我校
的教师都能够很好地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没有违背师德
规范的现象。通过学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建立了新型的师



生关系，关心热爱学生，教师与学生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
学生与老师的距离更近了。

遵循教育规律因材施教，这是师德的灵魂。教育是专业性极
强的工作，在热心和耐心的基础上，还必须专心和精心。这
就要认识教学的特点、知识的特点以及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把握教育的规律、学习的规律以及学生成长成才的规律，
从必然中获取自由。要处理好个性与共性、感性与理性等各
种关系，注意专才与全才乃至怪才的区别对待，力戒千篇一
律、死板教条的因循守旧心态，克服立竿见影、拔苗助长的
急功近利情绪。这样就创造一种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学习
氛围，作到百花齐放、万马奔腾，让全体学生全面发展。

外，教师间也存在优劣方面。善于创新是新时期教育工作者
必备的素质;对于每个教师来讲，创新是改进教学、提高质量
的根本途径。这样就能通过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的创
新，去引导和激励学生，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造能力和
创业意识，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言传身教、为人师表，这是师德的具体体现。培养学生，首
先要尊重学生;教育学生，首先要关爱学生;要学生学而不厌，
教师首先要诲人不倦;设身处地的为学生着想，时刻记住自己
的角色身份;既把教学内容放在心上，又要把言谈举止、仪态
仪表与内在的教养、涵养和修养联系起来。

教师职业是崇高的，教师职业是无价的，教师的意义和价值
绝不在于对物质的获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一高度的概括，
是对教师职业的最好诠释。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篇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成功系于教师，教师素质师德为先。
为树立良好师德风范，提升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展示教师的
师德修养，学校把“责任・热爱・奉献”师德演讲比赛作为



本学期青年教师基本功大赛的内容。10月x日，12位选手在学
校评审小组公正公平的组织评比下，进行了激烈地角逐。在3
个多小时的比赛中，参赛老师们慷慨激昂，通过一个个生动
的事例，讲述着身边感人的师德故事，用朴实无华的话语诠
释着对“责任”、“热爱”“奉献”的理解。老师们将身边
的教育事迹、深刻的学习体验、丰实的育人经验、闪亮的教
育历程展现出来，凸显了教师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积极
向上的高尚师德与师魂，为全校教师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现作如下总结：

成功之处：

一、比赛态度认真。各位选手都能够按照要求参加比赛，大
多数参赛选手的演讲稿背得很熟练，演讲自始而终都自然流
畅。

二、演讲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多样，事例典型，生动感人，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具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具有说服力和
感召力。这次演讲比赛的12位选手正确把握了师德与师魂的
内涵，都是以爱与责任为主题撰写演讲稿，内容充实具体。
老师们将自己对师爱与教师责任的感悟，通过那一个个鲜活
的教育教学事例，使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着师德与师魂、爱心与责任。

三、善于引用名言警句，善于使用排比修辞使文章富有表现
力和感染力，获得了比较理想的演讲效果。

胡东老师演讲的《幸福》，用身边的真人实事证明了作为一
名人民教师所具有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黄明华老师
演讲的《我与梦想同行》道出了爱与责任是师德之魂，是教
师一个永恒的话题；陈艳梅老师引用“教育是根植于爱的”
这句话告诉我们，教师的爱就蕴藏在平常的琐事中，于细微
之处见真情；覃伟华老师用“我普通，我平凡，但我骄傲”
深刻诠释了人生价值的真正内涵；符俊老师引用了陶行知先



生的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当作自己的座右
铭，使“教师”这个荣誉高高举起，立志做一根燃烧的红蜡
烛。老师们引用且践行着这些名言警句。孙太红老师演讲连
续用了几个排比句“奉献是一首美妙的诗，奉献是一曲动人
的歌。”“奉献我们的青春，奉献我们的智慧，奉献我们的
辛劳，奉献我们的汗水。”“在奉献中完善自己的生命，在
奉献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获得直诚。”流畅的文笔，
慷慨激昂地演讲，及具表现力，这些排比修辞使文章富有感
染力。

几点意见：

第一，演讲不是背诵，也不是朗诵，而是运用言辞表现力和
肢体辅助唤起听者感动的一种语言艺术。因此，演讲时该出
口时就出口，该出手时就出手。

第二，演讲是用心动呼唤行动的艺术，它需要感动――感动
的人、感动的事，不能让人感动的演讲不是成功的演讲。感
动的人和事不在于有多么的惊天动地，而在于有血有肉，可
触可及。

第三，演讲讲究的是声情并茂，不但要讲，即说理，而且要
演。不能只是仅仅简单的将背诵熟悉的讲稿上台背诵一遍。

总之，演讲时要用新鲜的内容，新颖的构思，独特的角度吸
引人；用细节打动人；用巧妙合理的逻辑，从不同的角度，
层层推进，步步深入，以理服人；要用真情感染人，用丰富
的语言表演技巧强化演讲的感染力；用激情激励人鼓舞人。

最后通过各位评委的逐项打分，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
两名，三等奖三名。

比赛结束后，学校王世军校长作总结发言，既对比赛的组织
工作提出了表扬，又对参赛老师的精心准备表示赞赏。他说，



师爱铸就师魂，心动呼唤行动，但愿我们这次演讲能唤起大
家的行动，更加热爱我们的教育事业。果实的事业是尊贵的，
花儿的事业是甜美的，叶的事业，是谦逊的垂着它的绿荫的。
为师者，需要叶的这份谦逊、无私和真诚，惟其如此，师爱
才会永恒，教师的形象也才会久立于天地之间。

总而言之，本次活动开展的比较成功的。通过这次演讲比赛，
更好地调动和激发了教师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更好的展现了我校教职员工的良好精神风貌，也因此把我校
师德建设进一步引向了深入。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篇四

大家晚上好！

今天的演讲会即将结束，但是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深
入开展师德建设活动，老师们的事迹会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每
一位教师，他们告诉了我们怎样的老师才是一名好老师。我
们会以他们为榜样，学习他们热爱学生，教书育人，辛勤耕
耘，勇于奉献的高尚师德；学习他们热爱教育事业，甘于清
贫，淡泊名利，爱生如子的崇高的教育境界。同时，也真诚
的希望我们的教师对学生多一份尊重，多一份热爱，形成更
加和谐的师生关系。让我们师生携手共进、齐心协力，为我
们学校而共同努力、奋斗。最后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
对各位老师的精彩演讲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为本次演讲
付出心血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师德师风演讲比赛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师们:

大家上午好:

教师既是知识种子的传播者，文明之树的培育者，人类灵魂



的塑造者，又是人类社发展与进步的开拓者，是年轻一代健
康成长的引路人和光辉典范。因而，教师的言行是构成对学
生影响的最现实的因素之一，它不仅影响着学生学习状况及
其效果，而且影响着学生人格等心理品质的形成和心理健康
的发展水平。

比比皆是的伤害教师对于学生思想和情感的影响价值是不言
而喻的，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到学生心灵的成长和发育。然而，许多教师至今却还并未
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以致于对学生心灵的关怀一直以来漠
然而无知，由此所引起的心灵伤害也就断然不可避免了。

了解学生的心灵事实上，许多教师行为偏差，也正是由于不
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而造成的。我们常说，教学要获得应有
的实效或效果，必须依赖于我们对教育的两条基本规律的遵
循。一条是，教育的内容符合社会的要求。这是从教育与社
会的关系来看的，教育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必须为社会
的政治、经济服务，才会有安身立足之本，因此，教育要紧
紧地随时代的脉搏，时时关注重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另一条就是，教育还必须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即，教
育的内容与方式都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这样，教育才会
成为儿童自身的需要，并为儿童所接受。而这一条主要是从
教育与人的关系出发来看的，这就是说，教育还是一种培养
人的实践活动，如果教育脱离了人的身心实际，那么，就很
难言人的身心发展了，因此，教育中的有关年龄特征的问题，
是不能被忽视的。在这两条规律中，就教师的工作性质而言，
主要应该是对第二条规律的把握。

原因有两点：第一，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被子政府部门
的大政方针所决定的，教师并无权利随意更改教材的内容，
但怎样把时代精神、教育的方针政策以及教材内容中的规范
与要求有效地落实到学生身上，却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就离不开教师对学生本身的研究了。



第二，教育为社会服务的最终目标，还是为了促进人本身的
身心素质的发展，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幸福而服务的;同时，社
会的要求也只有凝聚为人的个体的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
身心素质之时，教育的效果才会真正显露出来，我们才可以
说教育是成功的，而教育要有效地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外在
教育影响要凝结为人的内在素质，则又都离不开教师对学生
现有身心发展水平与特征的了解和遵循，也就是说，以人为
本，以人的身心素质为本，这不仅是教育的出发点，而且也
是教育的最终归宿，对此，任何人都是不能忽略或轻视的，
否则，就无真正的教育效果可言!

因此，从心灵关注的角度来看，儿童的心灵具有可塑性，同
时也是一颗脆弱的心灵，一颗向上的心灵，一颗善于学习的
心灵。所以教育的效果，并不在于教育内容本身的正确与否，
而主要在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是否贴近和符合受教育者的身
心实际。同时，符合儿童身心实际的教育，又首先是建立在
对儿童年龄特征的尊重与了解基础之上的，要关注学生心灵
的成长，要使教师真正具有一种富有实效的教育行为，教师
就必须认真研究学生的心理特点与年龄特征，并以此作为教
育的起点。

掌握教育的方式与艺术心灵关怀在了解了学生心灵发育的特
点之后，还应注意掌握一些具体的教育方式与艺术，这是教
育怎样更好地防止教育伤害，避免无意伤害，根除有意伤害
的又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学生心灵成长的道路上，需要教
师的辅助，教师对学生的帮助要得体，爱学生，还要会爱学
生。

爱，不仅仅只是一种付出和给予，它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灵
巧的艺术，爱是奉献，爱也是理解;爱可以通过满意而传达，
爱同样也可以通过不满意而流露;做为教师，就要体察学生心
灵的变化，学会附耳细说，学会正面暗示。尤其是教师的评
价性语言，其意义对于学生而言，不是终生的，也是短期内
难以忘怀的，无意伤害是无心的结果，但无心之过变有过，



归根到底，还是与教师的素质有关。

纵观上述所言，教师应当有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深的专业知
识、广博的综合知识和娴熟的教育技能，要以关怀、亲切的
态度与学生沟通，探究行为的原因，教师应当走进学生的心
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