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照亮未来演讲稿(大全5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那
么我们写演讲稿要注意的内容有什么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
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照亮未来演讲稿篇一

学生是学校工作的主体，因此，学生应具有的礼仪常识是学
校礼仪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在活动中，在与
教师和同学相处过程中都要遵守一定的礼仪。

1、课堂礼仪：遵守课堂纪律是学生最基本的礼貌。

(1)上课：上课的铃声一响，学生应端坐在教室里，恭候老师
上课，当教师宣布上课时，全班应迅速肃立，向老师问好，
待老师答礼后，方可坐下。学生应当准时到校上课，若因特
殊情况，不得已在教师上课后进入教室，应先得到教师允许
后，方可进入教室。

(2)听讲：在课堂上，要认真听老师讲解，注意力集中，独立
思考，重要的内容应做好笔记。当老师提问时，应该先举手，
待老师点到你的名字时才可站起来回答，发言时，身体要立
正，态度要落落大方，声音要清晰响亮，并且应当使用普通
话。

(3)下课：听到下课铃响时，若老师还未宣布下课，学生应当
安心听讲，不要忙着收拾书本，或把桌子弄得乒乓作响，这
是对老师的不尊重。下课时，全体同学仍需起立，与老师互
道：“再见”。待老师离开教室后，学生方可离开。

2、服饰仪表：穿着的基本要求是：合体；适时；整洁；大方；



讲究场合。

3、尊师礼仪：学生在校园内进出或上下楼梯与老师相遇时，
应主动向老师行礼问好。学生进老师的办公室时，应先敲门，
经老师允许后方可进入。在老师的工作、生活场所，不能随
便翻动老师的物品。学生对老师的相貌和衣着不应指指点点，
评头论足，要尊重老师的习惯和人格。

4、同学间礼仪：同学之间的深厚友谊是生活中的一种团结友
爱的力量。注意同学之间的礼仪礼貌，是你获得良好同学关
系的基本要求。同学间可彼此直呼其名，但不能
用“喂”、“哎”等不礼貌用语称呼同学。在有求于同学时，
须用“请”、“谢谢”、“麻烦你”等礼貌用语。借用学习
和生活用品时，应先征得同意后再拿，用后应及时归还，并
要致谢。对于同学遭遇的不幸，偶尔的失败，学习上暂时的
落后等，不应嘲笑、冷笑、歧视，而应该给予热情的帮助。
对同学的相貌、体态、衣着不能评头论足，也不能给同学起
带侮辱性的绰号，绝对不能嘲笑同学的生理缺陷。在这些事
关自尊的问题上一定要细心加尊重，同学忌讳的话题不要去
谈，不要随便议论同学的不是。

5、集会礼仪：集会在学校是经常举行的活动。一般在操场或
礼堂举行，由于参加者人数众多，又是正规场合，因此要格
外注意集会中的礼仪。升国旗仪式：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
升降国旗是对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方式。无论中小学
还是大学，都要定期举行升国旗的仪式。升旗时，全体学生
应列队整齐排列，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当升国旗、奏国歌
时，要立正，脱帽，行注目礼，直至升旗完毕。升旗是一种
严肃、庄重的活动，一定要保持安静，切忌自由活动，嘻嘻
哈哈或东张西望。神态要庄严，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所
有在场的人都应抬头注视。

6、校内公共场所礼仪：应该自觉保持校园整洁，不在教室、
楼道、操场乱扔纸屑、果皮、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



在黑板、墙壁和课桌椅上乱涂、乱画、乱抹、乱刻，爱护学
校公共财物、花草树木，节约用水用电。自觉将自行车存放
在指定的车棚或地点，不乱停乱放，不在校内堵车。在食堂
用餐时要排队礼让，不乱拥挤，要爱惜粮食，不乱倒剩菜剩
饭。

学生校园礼仪

(一)形象礼仪

1.着装要整洁、朴素大方，扣齐钮扣或拉好拉链，整理好衣
领。升、降旗仪式、集会活动按要求穿规定的校服。

2.不穿背心、拖鞋、裤衩在校园行走和进入教室。不佩戴项
链、耳环(针)、戒指、手链、手镯等饰物。

3.按要求系好红领巾：先把红领巾折四折，置于衣领内，红
领巾的三角尖对正脊骨，打好领结，翻下衣领。夏天天气炎
热时可于左胸前佩戴队徽。

4.每天早晚必须洗脸、刷牙，保持面部干净。

5.不留长指甲，不涂指甲油。指甲内保持无污垢，饭前便后
要洗手。

6.经常整理仪表。头发适时梳洗，发型大方得体，不染发，
不烫发。男生前发不覆额，侧发不掩耳，后发不及领;女生前
发不遮眼，长发不披肩。

7.坐有坐相，站有站样，走有走姿，面带微笑，举止文明，
落落大方。

(二)课堂礼仪

8.预备铃响起，应迅速回教室入座，静候老师。上课铃响，



老师进教室，值日生喊“起立”，全班同学立正后向老师问
好，老师回应后再坐下。起坐做到桌椅无声响。

9.上课时，如有特殊情况晚到班级，应于教室_口站定，经老
师示意进入后方可回座位。

10.注意读写姿势，做到：胸离桌一拳，眼离书一尺，手离笔
尖一寸。

11.课堂上，各种物品要轻拿轻放。应全神贯注地听讲，积极
思考问题并举手发言。不做与课堂无关的事。

12.别人发言时，认真倾听，不随便打断别人的讲话，不取笑
他人。要通过真诚的眼神和表情给发言者以鼓励。

13.课堂小组活动时，要有全局意识，听从组长安排，分工协
作，积极与伙伴沟通，完成份内任务的同时兼顾组内伙伴，
共同赢得团队的成功。

14.上课时，如遇到同学身体不适等突发事情，不要围观或表
现出厌恶情绪，要主动关心同学，听从老师安排，协助老师
妥善处理。

15.下课时，应做好下节课课前准备后(文具盒置于课桌正中，
课本、字典等放在座位左上角)再离开教室。离开教室时，让
老师先行。

(三)活动礼仪

16.课间活动时，不大声喧哗，不追逐打闹，积极参加有益身
心健康的各种文体活动。遵守游戏规则，爱护游戏伙伴。

17.集体外出活动要服从管理。同学间要相互谦让，主动关心
和照顾好体弱的同学。分组活动时，要服从大家的共同意愿，



遵守时间，不单独行动。

18.参加竞赛活动时，遵守比赛规则，尊重竞争对手，不故意
伤害对方，对对方的冒犯或过失宽宏大量。遇到有争议的问
题，要按照程序向有关人员提出，心平气和地进行沟通。

19.观看比赛，做文明拉拉队员，不喝倒彩。不为已方的胜利
而得意忘形，不讽刺挖苦失利者。真诚地为赛场上的每一位
选手喝彩。

20.积极参加综合实践、社区服务与社会调查等活动，遵守交
通规则，遵守社会公德，说话、提问有礼貌，举止大方，彬
彬有礼。

21.出入教室、功能室、会场等活动场所时要轻声慢步，有秩
序按指定线路行走，不拥挤，不抢道。

22.各种活动中，都要注意保护环境，培养“绿色行为”，如：
爱护花草树木、节约水电、随手捡纸、垃圾分类放置等。

(四)集会礼仪

23.举行升旗仪式或集会时，集合列队要快、静、齐，并提前
进入会场，在指定位置坐(站)好，静候仪式或集会开始。

24.静心倾听发言人讲话，讲话结束后礼貌鼓掌。活动结束后，
目送领导或来宾先退场，再听从指挥有序退场，不抢先、不
喧哗。

25.在集会过程中不交头接耳，不擅自走动或离场，不在会场
吃零食，不乱扔果皮纸屑，保持会场清洁卫生。

26.颁奖典礼中，受奖者应整理仪表，稳步入场，面带微笑双
手接奖，接奖后应致谢并回敬队礼。颁奖完毕按指定路线归队



(座)。

27.报告或演出结束，要鼓掌致谢;精彩之处适度鼓掌，不喝
倒彩，不吹口哨，不大声喧哗。

28.确实有特殊情况需要离开会场，先取得老师的同意才能离
开。

(五)尊师礼仪

29.进校门时，见了老师面带微笑，站定后行队礼或鞠躬礼问
候，老师回礼后再走开;见到同学互相问好。

30.放学时，排好路队集体离校，主动与老师和同学说“再
见”，不无故在校内或校园周边区域逗留。

31.进入老师办公室要先轻声敲门，老师同意后方可进入。与
老师谈话时，眼睛不要左顾右盼，说话要轻声细语，尽量不
影响别人。老师办事或与别人交谈时，不随意打扰，等教师
忙过后再说明来意。

32.不随便翻阅老师办公室的东西，不私自打开老师电脑。如
果要找的老师不在，但确实有急事，可给老师写个留言。如
果是与老师事先约好，则要按时到达约定地点。

33.上下楼梯时，要轻声慢步靠右行走。遇到老师或客人时主
动问好，并向右侧避让，让老师和客人先行。

34.要诚恳接受老师的教导。和老师、同学有不同意见时，要
心平气和地进行沟通，不赌气，不吵闹，不在背地里非议他
人。

35.指出老师的错处要有礼貌。

(六)同学礼仪



36.尊重同学，互助互爱，同学间要互相问候“你早”、“你
好”，可点头、招手，主动帮助有困难的同学，尊重和照顾
女同学，不欺侮女同学。

37.同学间的交往应使用礼貌用语。问同学问题，问前要用谦语
“请问”、“对不起”、“打扰你一下”、“向你请教个问
题”等，问后要道谢;同学回答不上来，说“不要紧，这个问
题比较难回答，耽搁了你的时间，谢谢”等。

38.不给同学取绰号，不挖苦讽刺他人，不说让对方难堪的话。
不在同学面前说长论短、

39.搬弄是非。如果伤害了他人，应该及时真诚地道歉。向别
人借东西，要先征得别人同意;对别人的东西要加倍爱护，并
且信守诺言，按时归还。

40.游戏时遵守游戏规则，相互礼让。不斤斤计较，对同学的
过失或冒犯要宽宏大量。

41.任何时候得到别人的帮助，都要及时表达谢意。

42.讲究信用，答应别人的事要尽力办到。

(七)行走礼仪

43.走路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肩臂自然摆动，步速适中，
忌讳八字脚、摇摇晃晃，或者扭捏碎步。

44.上下楼、过楼道靠右行，出入教室、办公室，会场等按指
定线路走，不拥挤，出入各功能室轻声慢步，不影响他人。

45.遇到熟人要打招呼，互致问候，不能视而不见;需要交谈，
应靠路边或到角落谈话，不能站在道路当中或人多拥挤的地
方。



46.行人互相礼让，主动给长者让路，主动给残疾人和有需要
的人士让路。

47.向别人打听道路，先用礼貌语言打招呼，如“对不起，打
扰您一下”、“请问”等，年轻人问路应选适当称呼，
如“老爷爷”、“阿姨”、“叔叔”等，然后再问路;听完回
答之后，一定要说：“谢谢您!”如果被陌生人问路，则应认
真、仔细回答，自己不清楚，应说：“很抱歉，我不知道，
请再问问别人。”

(八)升旗礼仪

48.立正站立，行注目礼。

49.认真听国旗下讲话。

50.唱国歌时要严肃，声音要洪亮。

(九)就餐礼仪

51.餐前洗手。遵守秩序，排队领取餐具、食物品，排队不加
塞，不敲打餐具，保持安静。领取餐具、食品后，进入各餐
室指定位置就座。就座时，两脚自然并拢，双腿自然平放，
坐姿自然，背直立。

52.进餐时保持安静，饭、菜、汤要吃净，不偏食、不挑食，
爱惜粮食。不将食物带出餐室边走边吃。

53.餐毕将残汤余羹、骨头蛋壳等倒入规定桶内，将餐具轻放
到指定地点，餐巾纸节约使用，用后不乱扔，保持餐室卫生。

照亮未来演讲稿篇二

进校第一次见到师长，要止步立正鞠躬问好：“老师



好!”“校长好!”人多时，可以点头示意问候;见到同学，可
点头致意，招手问好。

上下课起立。站在座椅一侧，双手自然下垂，向老师行注目
礼。

课上准备提问或回答问题先举手。正确动作是：端坐座位上，
右肘放在桌面上，上臂上举，右手五指并拢，指尖向上，等
老师允许再起立发言。

进入老师办公室或居室喊“报告”或敲门，声音以室内人听
见为适度，在社会交往中，进入他人房间也须先敲门，未经
允许不得擅自入内。

家中礼仪常规

就餐先请长辈入座，自己方可就位，就餐中也要礼让他人。

离家前，向家长打招呼：“我走了，再见!”归家说：“我回
来了!”

见家长离家或归家，主动招呼，递接物品。待客、

迎宾的礼仪常规

宾客来访，要起立迎接，面带笑容，主动问候：“您
好!”“欢迎您来!”回答客人提问要起立。为客人让座、送
水;客人与家长谈话时要回避;客人离去，起身送至门外。

照亮未来演讲稿篇三

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我常常反思教学方法。有时我会很
困惑，我应该怎样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探索的能力呢?除
了课本知识，我能给学生留些什么呢?教学相长，这些年，我



从学生那里学了些什么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打开了吴非老
师的《照亮校园的常识》这本书，我知道，从这本书里，我
一定会找寻到那些曾被我忽视过的常识。

常识是什么呢?吴非老师说：常识是无数人，在漫长的岁月中，
去了解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努力探索，经历各种挫折和
失败，以教训和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是人类的生存法则和智
慧。常识即是良知。

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教育必须
教会学生生存。生活要继续，学生总得离开学校，因此学校
教育，要让学生懂得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使他们在离开课堂
后，还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了解社会、获取智慧与
人生经验，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教会生存”。其次，教育要
教会学生选择。当今信息时代，我们每天很轻松的就能获取
大量信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我们该相信什么?摒弃什么?
教育，帮助人们摆脱蒙昧，是为了人的解放。照亮校园的常
识，正是我们判断选择的启明星，这些常识能指引我们有尊
严地活，创造并享受生活。最后，教育要引导学生学会审美，
教育一定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培育学生富
有人道精神——开启学生的智慧之光，孕育高贵精神。

常识的第一个属性是简易，它们大部分是简简单单的知识，
在物理教学中，首先要掌握教学的规律，启发学生思考，把
最基本的知识讲清讲透，鼓励学生从生活中观察物理现象，
从物理知识中思考生活中的规律。

常识的第二个属性是变易，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
积存的智慧和经验也在不断的丰富和提升。物理学也告诉我
们，世界上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着，常识一定要紧扣时代
的脉搏，与时俱进。

常识的第三个属性是不易，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教育都
有自己不变的规律——那就是要找寻良知，启迪学生的想象



力，培育学生成长、成才，培育学生的审美激情，引导学生
以庄严的态度对待生命和世界，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事业
和未来。

生活在新时代，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上。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常识仍
没有过时，我想它永远也不会过时，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辅助
孩子们茁壮成长，扬弃我们的文化遗产，把我们伟大的事业
和民族延续下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照亮未来演讲稿篇四

让思想照亮课堂，让生本充满教育。读了江西省吉安县敦厚
镇梨塘小学课堂转型侧记——《让思想照亮课堂》，我深深
体会到我们当前的教育教学应以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及
学生终身发展作为目标，以生为本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而
不是以分为重，以分数做为教学的最终目的。当然，当我们
真正关注孩子的学习状态、学习能力、学习方法和内心的成
长时，我们的教育最终也不可能没有分数，没有成绩。

令我们匪夷所思的是人们宁愿抱着传统的教学方法，遵循着
传统的教育思维，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思想，寻找更加科学的
方法。似乎最大的担心就是影响成绩，另外就是因为真正的
课改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假如，环境不能给老师们松绑，一
切的考评机制都绕着分数转，那么我们永远没有思想，课堂
也永远不可能被照亮。学校作为教育教学的指挥棒，首先要
相信闪光的思想会点燃老师和孩子们的激情，捆绑的手脚永
远不可能尽情地舞蹈，压抑的心灵永远不可能尽情地歌唱。
我希望我们能够拥有真正的思想，真正的在教育的舞台上站
立，不再匍匐着前行。我希望我们真正的循着思想的光芒，
真正的`行走在教育的路上。老师作为教育教学的执行者，也
要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思想，一味的模仿别人的皮毛，
我们就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地站立。



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让课堂亮起来，就凭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拥
有思想，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努力行走。我们总看见别人的形
式，却从来不想触摸人家的思想，我们热衷于效仿人家的花
样，却从来不想嗅这花样背后的醇香，所以，我们可能模仿
很多，也似乎学习了很多，但最后我们发现我还是我。改变
思想是关键，坚持行动是根本。相信，在我们学校领导的大
力鼓舞提倡下，在我们老师的努力下啊，在我们的教育田野
上一定会开出各自芬芳的花朵，思想闪耀的花朵。

照亮未来演讲稿篇五

作为一名初中物理教师，我常常反思方法。有时我会很困惑，
我应该怎样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探索的能力呢?除了课本
知识，我能给学生留些什么呢?教学相长，这些年，我从学生
那里学了些什么呢?带着这样的思考，我打开了吴非老师的
《照亮校园的常识》这本书，我知道，从这本书里，我一定
会找寻到那些曾被我忽视过的常识。

常识是什么呢?吴非老师说：常识是无数人，在漫长的岁月中，
去了解和认识自然，认识社会，努力探索，经历各种挫折和
失败，以教训和经验积累而形成的，是人类的生存法则和智
慧。常识即是良知。

我们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首先，教育必须
教会学生生存。生活要继续，学生总得离开学校，因此学校
教育，要让学生懂得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使他们在离开课堂
后，还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了解社会、获取智慧与
人生经验，这才是真正意义的“教会生存”。其次，教育要
教会学生选择。当今信息时代，我们每天很轻松的就能获取
大量信息，这些信息良莠不齐，我们该相信什么?摒弃什么?
教育，帮助人们摆脱蒙昧，是为了人的解放。照亮校园的常
识，正是我们判断选择的启明星，这些常识能指引我们有尊
严地活，创造并享受生活。最后，教育要引导学生学会审美，
教育一定要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之美、生命之美，培育学生富



有人道精神――开启学生的智慧之光，孕育高贵精神。

常识的第一个属性是简易，它们大部分是简简单单的知识，
在物理教学中，首先要掌握教学的规律，启发学生思考，把
最基本的知识讲清讲透，鼓励学生从生活中观察物理现象，
从物理知识中思考生活中的规律。

常识的第二个属性是变易，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人类
积存的智慧和经验也在不断的丰富和提升。物理学也告诉我
们，世界上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着，常识一定要紧扣时代
的脉搏，与时俱进。

常识的第三个属性是不易，不管社会怎么发展变化，教育都
有自己不变的规律――那就是要找寻良知，启迪学生的想象
力，培育学生成长、成才，培育学生的审美激情，引导学生
以庄严的态度对待生命和世界，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事业
和未来。

生活在新时代，我们都站在巨人的肩上。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两千多年过去了，这样的常识仍
没有过时，我想它永远也不会过时，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辅助
孩子们茁壮成长，扬弃我们的文化遗产，把我们伟大的事业
和民族延续下去，走向更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