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初二语文演讲稿(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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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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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二语文演讲稿篇一

语文学习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提高的，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
程。所谓“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因此，语文和生活联
系在一起，所以一定要热爱生活，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生活。下面小编带来的八年级语文的学习技巧，希望大家喜
欢！

一、背诵

背诵记忆是考试的重要部分，算是送分题，只要肯下功夫，
一般不会出错。但对有些不愿意记忆的学生而言却是一道硬
伤。

其实，如果是把背东西看成负担，自然背诵起来千难万难。

不妨放松心情，理解着来背诵，效率又高，效果又好。

二、基础部分

这些基础主要靠平日的积累，生活中药处处留心，将语文和
生活自然结合起来，需要记忆的部分可以化整为零，利用好
记忆卡，日积月累，自然会有收效。



三、阅读

另外，必要的答题规范也要掌握。掌握好老师讲授的答题思
路、答题模板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失分。

四、作文

说到作文，得先说一说书写，目前，很多学校逐步实现电脑
阅卷，电脑阅卷首先要对孩子的试卷进行扫描。一般情况下，
扫描出来的字迹都比本人的书写差一点点，那么，如果，书
写很差，必然会失分不少。

考试作文审题很重要，作文提示语一定要反复研读，了解出
题的意图，然后再确定写作方向。

一般情况下，你第一个想到的写作题材最好不要用，因为你
能想到，别人可能也会想到，为了避免题材的陈旧，至少要
在最初选材时谨慎规避一下高频事件。

另外，点题非常重要。既要注重开头、结尾部分的语言，又
要在文中恰当点题。

字数不要太少，但也不要写到格子以外。

由于种.种原因，同学们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往往较杂乱，
然后觉得不好用。为了巩固学习效果，积累复习资料，指导
读写训练，有必要学会整理课堂笔记，使之成为清晰、有条
理、好用的“导读助练”的参考材料。

一、忆。“趁热打铁”，即课后抓紧时间，对照书本、笔记，
及时回忆有关信息。这是整理笔记的重要前提，为笔记提
供“可整性。”

二、补。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因为是要跟着老师讲课的速度进



行的，而一般讲课速度要较记录速度快，于是笔记就会出现
缺漏、简单甚至符号代替文字等情况。在“忆”的基础上，
及时作修补，使笔记有“完整性”。

三、改。仔细审阅笔记，对错字、错句及其他不够准确的地
方进行修改。其中，特别要注意与解答课后练习，与学习目
的有关的内容的修改，使笔记有“准确性”。

四、编。用统一的序号，对笔记内容进行提纲式的、逻辑性
的排列，注明号码，梳理好整理笔记的先后顺序，使笔记
有“条理性”。

五、分。以文字(最好是用红笔)或符号、代号等划分笔记内
容的类别。例如，哪些是字词类，哪些是作家与作品类，哪
些作品(课文)是分析类，哪些是问题置疑、探讨类，哪些是
课后联系解答等等。为分类摘抄做好准备，使笔记有“系统
性”。

六、舍。省略无关紧要的笔记内容，使笔记有“简明性”。

七、记。分类抄录经过整理的笔记。同类的知识，抄在同一
本簿，或一本簿的同一部分里，也可以用卡片分类抄录。这
样，日后复习，使用就方便了，按需所取，纲目清晰，快捷
好用，使笔记有“资料性”。

要想学好言语文，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就要有扎实的文字
基础，基础知识的学习最注重平时的积累和记忆，如果我们
能够在日常的学习中注意积累基础知识，并善于记忆它们，
那么在语文考试中，就会感到得心应手，成绩自然也会提高。

(一)平常的学习中，注重积累知识

在日常的学习中，除了课堂笔记本之外，最好在准备一个随
身记录的笔记本，它能在积累基础知识方面发发挥重要的作



用。一般来说，在预习、复习或是考前的总结中，你可以把
这些归纳好的知识记录在随身笔记本上，这样即便于总结，
又能方便你平时的复习。

另外，除了要在预习、复习和考前作总结，在考试之后，也
有必要对试卷进行仔细的归纳，把其中你认为有用的知识或
是自己出错的地方记下来。对试卷进行归纳和细致的分析，
实际上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提高的机会。因为考试本身就是对
你的检查和总结，它可以告诉你平时学习中的漏洞，让你正
确认识自已。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整理和总结，
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并根据语文课本上的思路对其
进行梳理，这样做有助于对积累起来的知识进行消化吸收，
使它们真正成为你自己的知识。另处，笔记做得工整、有条
理，自己才喜欢看、才赏心悦目，这也能有效地提高学习效
率。

(二)注重基础知识的记忆

仅仅把基础知识做了归纳和总结，它们还不能在你的语文学
习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你必须将它们完整的背诵下来、永
久地记住，这些知识才会变成你自己知识、能力和修养，才
是学习基础知识的最终目的。

第一、线索法。如果是一篇叙文，我们可以利用文章的线索
来记忆。在背诵之前，先把这段文章分析一下，理清文章的
结构层次，明确它的内在在逻辑关系，然后把结构层次提取
出来作为记忆线索，形成记忆网络。

第二、串连法。如果文章太长，读一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从头到尾地读和记，我们的大脑不可能一
下子记住那么多内容，最后再把各部分串连起来。如背《春》
这篇课文，可先背熟“春草图”。再背熟“春花图”，然后是
“春风图”、“春雨图”、“迎春图”。最后把这几幅画串
连起来，使背诵一气呵成。



第三、支点法。支点法就是把文章中或段落中的重点词、句
作为记忆支点，记住这些也就记住了文章的筋骨，然后你再
补充其他的内容。

第四、欣赏想象法。有的文章文笔优美，使人常常为之陶醉。
如《爱莲说》、《春》等，从这些优美的描写中，我们可以
体会荷花高贵的气质、春天诱人的风景。在背诵这些文章时，
不访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头脑中勾画一幅荷花图或是春天
的场景，帮助自己体会文章的意境，从而辅助记忆。

阅读是语文学习中的重点，是对基础知识的应用和提高。一
方面，我们要通过阅读更好地了解语言习惯，掌握文章大义;
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可以检验我们基础知识的学习成果，是
查漏补缺、积累知识的过程。语文学习中的阅读包括两大部
分，一是现代文的阅读，它能陶冶我们的情趣、培养我们的
文字能力;二是文言文的阅读，主要是巩固我们的中文基础，
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一)学习现代文阅读，主要还是通过阅读课文。

第一，做好预习。预习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预习提示，然
后扫除文字障碍，并尽量做到合上书，也能够把这篇文章的
主要意思说出来的程度。最后看课后练习，试着回答这些问
题。

第二，抓住课堂时间。学习的主要形式还是上课听讲，所以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上课的这段时间。这需要做好两件事，一
是记笔记。你并不需要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笔记
一定要合理、科学，要把老师讲的重点、难点记下来，简捷
明白以方便复习。二是要紧跟老师的思路。我们要做一个主
动的学习者，学习老师是如何来分析的，下次碰到这类的文
章你就可以自己分析出来。

第三，课后复习整理。你可以在做作业之前，认真地回顾一



下今天学到的内容、自己的感受以及掌握的程度。然后，根
据自己的情况，整理笔记或是通过笔记进行复习，最后再去
认真地完成作业。

(二)除了阅读课文之外，必须阅读课外的文章

课文中的文章毕竟是有限的，如果希望只学习课文，就能立
竿见影地达到提高阅读能力的效果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
要扩大自己的阅读面，在课外广泛阅读。只有真正的提高了
自己的阅读能力，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才能迅速地扩
大自己的知识面，这也是我们学习阅读的目的所在。

(三)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升。

学好文言文的第一步就是要抛弃阅读现代文的习惯，那种想
要读一遍就了解大义的期望更是容易挫伤你的阅读兴趣。除
了多读，在学习文言文时，还要多积累和总结。这能帮助你
从容阅读那些陌生的文言文，真正提高自己的文言文阅读水
平。实际上，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它们之间
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所以真正需要积累和总结的是现代汉语
同古代汉语之间的区别：

第一，实词发生变化的主要有以下几类：词的古今异义、一
词多义、通假字、词类的活用等。

第二，虚词的用法是文言文阅读的重点和难点。虚词的用法
和现代是有很大不同的，而且使用灵活，用法多样。

第三，句法上我们只要掌握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几种句式就可
以了，比如判断句式、被动句式、倒置句式和省略句式等。
你要把这些句式的形式标志掌握好，没有标志的，在读书的
时候要用心领会，善于推理，用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解读它。

写作是语文能力的最高体现，阅读是学习别人如何表达自己



眼中的世界，写作则是为了表达你自己眼中的世界。写作既
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能够使自己的作文高于生活，
正是每个人在写作能力上的差异。

(一)要想在写作时“有话想说、有事可写”需要从三个方面
作好准备。

第一，学会积累写作材料。一方面，是从生活中积累材料。
生活好比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溪水才能长流不竭。
首先我们要学会观察生活，做一个有心人。生活是鲜活的，
必须从它的细微处着手，发现它的精彩。另一方面，是从我
们阅读的材料中积累。比如，阅读里发现的好的故事，名人
的事迹，以及别人在文章中用到的那些有力的论据，还有优
美的句子，名言警句，等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写作的启发和
提供素材。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摘录下来，然后要记住，说不
一定在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用到。

第二，阅读、分析范文。除了我们在课内、课外的阅读中遇
到的好文章，同龄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成为自己写作的范文。
你可以看看这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构思和组织他们的作文的，
其中值得学习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写作
方法，尽快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第三，熟能生巧。最好的练习方法就是坚持写日记，写读后
感。日记可以天天记，也可以两三天记一次，但关键是日记
的内容要充实，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另外，写读后感也是
很好的方法，当你读完了一本书，你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受到启发和感动的地方。

(二)写出好作文、让作文有新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提高：

第一，超越题材。遇到命题作文，甚至是给材料作文，如何
对这些材料进行与从不同的处理呢?如果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自然就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作文就会充
满新意。

第二，巧妙安排结构。我们的文章要想吸引人，也不能是平
铺直叙，要让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提起读者的举，并吸引读
者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我们可以采
取顺序、倒序、插序等不同的方式，或者开门见山，或者一
波三折，或者结尾点睛。总之一句话，一切要以文章能够妙
趣横生，引人入胜为原则。

第三，恰当运用“另类”的语言。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
展，新事物、新现象、新情况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现代
汉语的新词汇、新句法呈现出空前发展的态势。我们在写作
文时可以适当引入这些语言以为点缀，使文章更富于生活气
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把语文的学习也看作生活的一部分，做一个生活的有
心人。多阅读，多记忆、多写作，多思考。充分发挥我们的
聪明才智，让我们的语文学习从此变得有趣，让我们的语文
学习也充满阳光。

初二语文演讲稿篇二

写作是语文能力的最高体现，阅读是学习别人如何表达自己
眼中的世界，写作则是为了表达你自己眼中的世界。写作既
来源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能够使自己的作文高于生活，
正是每个人在写作能力上的差异。

(一)要想在写作时“有话想说、有事可写”需要从三个方面
作好准备。

第一，学会积累写作材料。一方面，是从生活中积累材料。
生活好比源，文章犹如溪水，泉源丰盈溪水才能长流不竭。



首先我们要学会观察生活，做一个有心人。生活是鲜活的，
必须从它的细微处着手，发现它的精彩。另一方面，是从我
们阅读的材料中积累。比如，阅读里发现的好的故事，名人
的事迹，以及别人在文章中用到的那些有力的论据，还有优
美的句子，名言警句，等等，都可以给我们以写作的启发和
提供素材。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摘录下来，然后要记住，说不
一定在什么时候我们就会用到。

第二，阅读、分析范文。除了我们在课内、课外的阅读中遇
到的好文章，同龄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成为自己写作的范文。
你可以看看这些成功的作者是如何构思和组织他们的作文的，
其中值得学习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写作
方法，尽快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第三，熟能生巧。最好的练习方法就是坚持写日记，写读后
感。日记可以天天记，也可以两三天记一次，但关键是日记
的内容要充实，能够表达自己的情感。另外，写读后感也是
很好的方法，当你读完了一本书，你可以记录下自己的感受，
受到启发和感动的地方。

(二)写出好作文、让作文有新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提高：

第一，超越题材。遇到命题作文，甚至是给材料作文，如何
对这些材料进行与从不同的处理呢?如果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
来考虑问题，自然就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作文就会充
满新意。

第二，巧妙安排结构。我们的文章要想吸引人，也不能是平
铺直叙，要让文章中最精彩的部分提起读者的举，并吸引读
者迫不及待地读下去。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我们可以采
取顺序、倒序、插序等不同的方式，或者开门见山，或者一
波三折，或者结尾点睛。总之一句话，一切要以文章能够妙
趣横生，引人入胜为原则。



第三，恰当运用“另类”的语言。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发
展，新事物、新现象、新情况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是现代
汉语的新词汇、新句法呈现出空前发展的态势。我们在写作
文时可以适当引入这些语言以为点缀，使文章更富于生活气
息，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把语文的学习也看作生活的一部分，做一个生活的有
心人。多阅读，多记忆、多写作，多思考。充分发挥我们的
聪明才智，让我们的语文学习从此变得有趣，让我们的语文
学习也充满阳光。

初二语文演讲稿篇三

课前演讲作为辅助语文教学的一种手段,在许多学校的课堂中
得到应用。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八年级语文课前
的三分钟演讲稿，希望能帮到你哟。

站在困境面前.有的人选择意志消沉; 站在困境面前,有的人
选择牺牲性命; 站在困境面前,有的人选择积极乐观. 那我们
应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古代的诗人面对困
境的态度吧! “自古逢秋悲寂廖,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一
句多么脍炙人口的诗句啊!可以看出刘禹锡是一个特别有性格
的人.他一生的仕途坎坷,常因为得罪权贵而遭到贬谪.他虽然
被贬,但是他非常乐观积极地去棉队。

所以留在长安过了十多年的”长漂”生活,日子贫困潦倒.但
是在这困难的环境中，杜甫并没有意志消沉，反而更加坚强、
坚韧地活下去。他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攀上了现实主义
诗歌创作高峰。 站在困境面前，杜甫选择了用坚韧的态度去
面对，所以他才能创作出后人不可逾越的诗歌。 “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我想这句诗我们都耳熟能详可吧。苏轼
的生平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铺满荆棘的。



王安石推行靳法，苏轼在变法思想上与王安石存在分歧。他
不主张遽变，反对王安石的方案，所以引起王安石一派的排
挤。苏轼为了远离身祸，求为外任。虽然苏轼做一些地方官，
但他勤政爱民，尽心职守。每到益处他都兴修水利，赈济灾
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虽然他到的地方都是些小地
方，但他对逆境也怀者美好的祝愿。

站在困境面前，苏轼选择了洒脱和勇气承认人生的逆境去面
对，所以他才会有身处逆境的精神力量。 面对困境，刘禹锡
如果没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的开朗乐观，他又怎么会勇敢面对人生呢?面对困境，杜甫如
果没有“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胸
怀，他又怎么会把创作推到高峰呢?面对困境，苏轼如果没
有“也无风雨也无情”的洒脱人生，他又怎么会对逆境人生
有着美好的祝愿呢? 从古代诗人面对困境的态度来看：站在
困境面前，我们应该有刘禹锡的开朗乐观，杜甫的坚韧和苏
轼的洒脱，把逆境和波折化作前进的动力，推入成功的大门。

逆境，代表一种阻力

孟子曾经曰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任性，增益其
所不能。”

人，必须要历经磨砺才能成才。在我们和谐，繁荣的伟大祖
国，同样需要苦心之，劳筋骨。山西黑煤窑这方面做得很好，
锻炼了矿工的身体和耐力，使他们更能适应社会，培养了一
批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先进工作者。

在一个神奇的地方，有一位时间女王，她是主宰世界万物时
间的人。而这个神奇的国度，叫做“时间之国”。时间之国
可以跳转空间，有许多时间的法力。时间女王有四个美丽的
女儿：大女儿利迪娅，二女儿奈芬拉，三女儿安芙妮以及小



女儿爱丽丝。但是，时间之国的法力似乎在一天天减弱，可
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有一天，时间女王把她的四个女儿召集到时间广场，和蔼地
说：“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都长大了，眼看时间国度的法力
在一天天减弱，你们该为它做点贡献了。谁能最先找到自己
的丈夫，谁就可以继承王位，并出现无比强大的力量，拯救
整个时间之国!愿意吗?”四个女孩都坚定地点了点头。

很快，大女儿利迪娅便找到了心仪的丈夫，可是，他们之间
并没有产生时间女王所说的那“爱心”的强大力量，况且还
需要其他三姐妹的“信念”、“勇气”和“善良”。时间女
王对利迪娅说：“孩子，你们并没有产生真正的强大力量，
说明你们不是真心相爱的，再找找吧!”利迪娅只好和她的丈
夫分开了。随后，利迪娅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丈夫”，并出
现出了强大的“爱心”。妹妹们都前来祝贺她，她自己也很
高兴。

二女儿奈芬拉呢，却并不着急，她相信自己有一天终会遇到
那个心中的“他”。果然，老天开眼，在一次热闹的假面舞
会中，她看到了一位优雅的时间王子。他们在舞会上共同跳
舞，有了“信念”。旁的人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奈芬拉很
幸运，一次就找到了王子，不像利迪娅那样找了两次。

三女儿安芙妮却是找了三次才找到自己的时间王子。第一次
的时候，她居然阴阳差错地喜欢上了一个普通人。姐姐们和
妹妹都劝她说这样会坏了皇家的声誉，搞得安芙妮伤心了老
半天。第二个呢，也是在舞会上认识的。她跳完舞后趁王子
不注意把他的面具取了下来，但那位“王子”却十分丑陋，
安芙妮差点昏了过去，她发誓，以后再也不参加假面舞会了!
直到有一次，安芙妮在赏花准备回去的时候，脚下一滑，她
以为自己要滑倒了，可这时候，一位看起来很优雅的银发王
子接住了她：“你没事吧?”“没……没事……”她的脸像个
通红的番茄，说：“我可以……做你的……妻子吗?”“当然



可以。”他轻轻一笑。“勇气”便出现了。

只有小女儿爱丽丝迟迟没有找到自己的王子。姐姐们都安慰
她，说迟早要找到的。是吗?爱丽丝却不这么想。时间女王本
来是打算把王位给利迪娅的，因为她是最先找到丈夫的，可
又想想，爱丽丝还没找到丈夫呀!于是，时间女王就推荐给爱
丽丝了几个，可是爱丽丝并不满意，她说：“可我并不想找
丈夫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时间女王终于看到了爱丽丝眼中的亮光，
那是一位白兔王子，蓝色的眼睛闪烁着湖水般的光芒，头上
的礼帽恰到好处，优雅的礼服上别着一个黑桃，拿着扑克黑
桃手杖。爱丽丝和他不知怎么的就认识了，出现了“善良”。
时间女王高兴地说：“爱丽丝，你终于找到自己的丈夫了!我
要把王位继承给你!”姐姐利迪娅说：“为什么啊?您不是说
最先找到丈夫的人可以继承王位吗?”“因为……”时间女王
顿了顿，有点孩子气地说，“这是秘密!”“啊——”姐姐们
长叹一声，但还是衷心地祝贺着爱丽丝。

每年的春节，都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特别是下雪的日子。雪，
总是在夜里，纷纷扬扬，悄无声息地堆积，当人们从睡梦中
醒来，它已覆盖了大地，满目银白。

走在村外的田地边上，抬起头，才发现路两旁高大的树木上
也凝上了一层白霜，仿佛为枯枝增添了一丝活力，显得生动
而美丽。

薄薄的雾气笼罩了大地，轻轻呼出一口气，马上便和薄雾融
合到了一起，分不透彻。突然觉得脸上凉丝丝的，抬头仰望
天空，白色云层遮掩的天空又飘起了小雪，有些凉意，将双
手捧在嘴边，轻呼一口热气，稍微暖和了一点，还是回去吧!

踏着积雪，慢慢向姑姑家走去，才刚到门口，便听到门内响
亮的犬吠，根本无需敲门，外门已经开了，表姐看到是我，



有些嗔怪地说：“下雪了，你也不知道戴上手套，不冷吗?”
拉起我的手，冰凉的感觉让她微微一颤，却没有缩手，就这
么握着，把我带进了屋。果然还是家里暖和，摸了摸自己冻
的冰凉的脸，才出去了十几分钟，便有些麻木了，满不在乎
的换了鞋子，脱下外套，溜进厨房，把双手伸到炉子边上，
热烘烘的，一点点温暖了自己。

我还在烤火，便听到隔壁房间里表姐们的嬉闹声，又不知道
她们在看什么电影了，反正当时的我不感兴趣，心里只想着，
今年春节该做些什么好呢，要不，还是去奶奶家玩捉迷藏吧!

总是如此，在表姐们的眼里，小时候的我，就是一个擅作主
张的小不点，每次玩捉迷藏，都是我的主意，她们也不好多
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每每都是堂哥自告奋勇说要当捉的，
一声令下，我们便一哄而散，规则很简单，只要不出西屋，
随便藏，两分钟后哥哥来找。

身材小的我是最鬼精的一个，还记得当时有两个单人沙发并
放在一起，我将它们推开一些距离，直到空隙足够我蹲下，
从床上拿起一条毛巾被，展开，盖在两沙发中间，正好遮盖
了中间的缝隙，掀起一头，我蹲了进去，很好，没有破绽，
接下来，便是等待了。

不知等了多久，我有些不耐烦了，听着脚步声来来去去，最
终归于沉寂，我终于忍耐不住，偷偷掀起一角，咦，没人?一
把掀开被子，我出了卧室，找遍西屋，没见到表姐们，奇怪，
正欲出门，迎面撞见哥哥，他一脸惊讶，身后的表姐们已经
七嘴八舌地问开了“你去哪了?”“藏哪去了?”“我们到处
找不到你……”

打开卧室门，伸手一指沙发中间，哥哥一拍脑袋，嘟囔了句：
“我觉得哪里不对，弄半天是多了条被子，也没多看……”
虽然惊动了一家人，但我的心里还是很得意的，这就是体型
小的好处!



还记得一次西屋杂物房的灯坏了，当时是晚上，捉迷藏时，
我不知是怎么想的，直接坐在了一堆瓶瓶罐罐之间，一动不
动，看起来就跟罐子一样高矮，还是哥哥捉人，他开了房门，
站在门口向里面张望了一阵，就这么出去了。不用说，还是
我赢，当哥哥知道我就藏在他眼皮底下的时候，彻底泄气了，
原来身高矮也是有好处的。

初二语文演讲稿篇四

一、背诵

背诵记忆是考试的重要部分，算是送分题，只要肯下功夫，
一般不会出错。但对有些不愿意记忆的学生而言却是一道硬
伤。

其实，如果是把背东西看成负担，自然背诵起来千难万难。

不妨放松心情，理解着来背诵，效率又高，效果又好。

二、基础部分

这些基础主要靠平日的积累，生活中药处处留心，将语文和
生活自然结合起来，需要记忆的部分可以化整为零，利用好
记忆卡，日积月累，自然会有收效。

三、阅读

另外，必要的答题规范也要掌握。掌握好老师讲授的答题思
路、答题模板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失分。

四、作文

说到作文，得先说一说书写，目前，很多学校逐步实现电脑
阅卷，电脑阅卷首先要对孩子的试卷进行扫描。一般情况下，



扫描出来的字迹都比本人的书写差一点点，那么，如果，书
写很差，必然会失分不少。

考试作文审题很重要，作文提示语一定要反复研读，了解出
题的意图，然后再确定写作方向。

一般情况下，你第一个想到的写作题材最好不要用，因为你
能想到，别人可能也会想到，为了避免题材的陈旧，至少要
在最初选材时谨慎规避一下高频事件。

另外，点题非常重要。既要注重开头、结尾部分的语言，又
要在文中恰当点题。

字数不要太少，但也不要写到格子以外。

课堂笔记整理“七步法”

由于种.种原因，同学们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往往较杂乱，
然后觉得不好用。为了巩固学习效果，积累复习资料，指导
读写训练，有必要学会整理课堂笔记，使之成为清晰、有条
理、好用的“导读助练”的参考材料。

一、忆。“趁热打铁”，即课后抓紧时间，对照书本、笔记，
及时回忆有关信息。这是整理笔记的重要前提，为笔记提
供“可整性。”

二、补。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因为是要跟着老师讲课的速度进
行的，而一般讲课速度要较记录速度快，于是笔记就会出现
缺漏、简单甚至符号代替文字等情况。在“忆”的基础上，
及时作修补，使笔记有“完整性”。

三、改。仔细审阅笔记，对错字、错句及其他不够准确的地
方进行修改。其中，特别要注意与解答课后练习，与学习目
的有关的内容的修改，使笔记有“准确性”。



四、编。用统一的序号，对笔记内容进行提纲式的、逻辑性
的排列，注明号码，梳理好整理笔记的先后顺序，使笔记
有“条理性”。

五、分。以文字(最好是用红笔)或符号、代号等划分笔记内
容的类别。例如，哪些是字词类，哪些是作家与作品类，哪
些作品(课文)是分析类，哪些是问题置疑、探讨类，哪些是
课后联系解答等等。为分类摘抄做好准备，使笔记有“系统
性”。

六、舍。省略无关紧要的笔记内容，使笔记有“简明性”。

七、记。分类抄录经过整理的笔记。同类的知识，抄在同一
本簿，或一本簿的同一部分里，也可以用卡片分类抄录。这
样，日后复习，使用就方便了，按需所取，纲目清晰，快捷
好用，使笔记有“资料性”。

怎样培养自己的良好的阅读习惯

一.制定阅读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阅读应有计划，这个计划包括
时间、内容、要求，实现计划的措施。计划的形式不拘，但
要切实可行。

二.读、写、用相结合

阅读后，要把新学的知识和技巧用于实际。写，也是一种运
用。写心得、记笔记、写短评，最后达到用。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

三.虚心求教

在遇到通过运用工具书，查资料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时，要虚



心向老师、同学求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四.勤于自学

古人云：“业精于勤，荒于嬉”“学问勤中得”，这些名言
都是说学习要勤。阅读要靠自己努力，自己能办的一定办到，
不可等老师教，也不可依赖工具书。要自觉学习，变“要我
学”为“我要学”，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五.阅读时要“心到”

宋代的朱熹说过：“读书应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
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
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再加上一到，就是手到，要手勤，
要摘抄原句或做上记号，进而在写读书笔记时将句子用到自
己的文章中。“四到”当中，心到手到最为重要。

六.阅读时应多动脑

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对读物多动脑分析、比较，进而去吟咏、
体会。鲁迅先生主张读书要认真思考、观察。他说：读书
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他还
指出读书要先了解一下书的内容结构，而后思考是什么、为
什么、怎么样。

初二语文演讲稿篇五

由于种.种原因，同学们在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往往较杂乱，
然后觉得不好用。为了巩固学习效果，积累复习资料，指导
读写训练，有必要学会整理课堂笔记，使之成为清晰、有条
理、好用的“导读助练”的参考材料。

一、忆。“趁热打铁”，即课后抓紧时间，对照书本、笔记，



及时回忆有关信息。这是整理笔记的重要前提，为笔记提
供“可整性。”

二、补。课堂上所做的笔记因为是要跟着老师讲课的速度进
行的，而一般讲课速度要较记录速度快，于是笔记就会出现
缺漏、简单甚至符号代替文字等情况。在“忆”的基础上，
及时作修补，使笔记有“完整性”。

三、改。仔细审阅笔记，对错字、错句及其他不够准确的地
方进行修改。其中，特别要注意与解答课后练习，与学习目
的有关的内容的修改，使笔记有“准确性”。

四、编。用统一的序号，对笔记内容进行提纲式的、逻辑性
的排列，注明号码，梳理好整理笔记的先后顺序，使笔记
有“条理性”。

五、分。以文字(最好是用红笔)或符号、代号等划分笔记内
容的类别。例如，哪些是字词类，哪些是作家与作品类，哪
些作品(课文)是分析类，哪些是问题置疑、探讨类，哪些是
课后联系解答等等。为分类摘抄做好准备，使笔记有“系统
性”。

六、舍。省略无关紧要的笔记内容，使笔记有“简明性”。

七、记。分类抄录经过整理的笔记。同类的知识，抄在同一
本簿，或一本簿的同一部分里，也可以用卡片分类抄录。这
样，日后复习，使用就方便了，按需所取，纲目清晰，快捷
好用，使笔记有“资料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