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读书演讲稿(优秀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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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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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

大家好！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自信的人。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我
都有足够的信心去做好它。追究我自信的原因，我想可以用
这样一句话来总结：从小生活在鼓励之中，让我学会了自信。
但熟不知，为了这可贵的自信，其实我付出了十分“沉重的
代价”。(开个玩笑)

小时候，妈妈不允许我们看课外书，两个姐姐总是偷偷摸摸
地看一些，总会被发现，他们会因此挨吵，甚至挨打。我并
不是个十分听话的孩子，可是妈妈制定下的规矩，我还不敢
不服从，于是我总拿着语文课本坐在平房上读，因此赢得了
不少的“夸奖”，长此下去，我那看课外书的念头便在妈妈
片面的导向中渐渐消失了。

没在小时侯养成读书的习惯，让我长大以后的再学习变得很
被动。别人是为兴趣而读书，而我却是为提高自己而读书。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和我“同病相怜”的，但我知道，
这样读书会比别人少了很多乐趣。

每天下班，大家都会看着我掂着鼓囊囊的书兜往家赶。我那
提兜里装的有教案，备课资料，还有些其他的教育类的书籍。



我每天不辞辛苦地把他们掂到家里，其实也并没看多少。吃
过饭后，我宁愿在洗碗，拖地板上耗费体力，也不怎么喜欢
拿着书躺在沙发上翻上几页。况且那样的坐姿会影响我的看
书效果。我总要坐在书桌前，开着台灯，正儿八经地坐着跟
办公室里一样的椅子，才能集中精力去学习。你光听听就知
道，这是多么“艰难”的读书。可因为我的好学，我的认真，
使我这样一个读书习惯不好的人也从那众多的教育书籍中获
得了不少的灵感与顿悟，使我在自己的语文课堂上能够得心
应手。我想，如果我的读书兴趣再浓一些，习惯再好一些，
能力再强一些，我肯定会从书中获得更多的东西，我也会比
现在更优秀得多。

不怕大家笑话，前一阵子，我又从阅览室借走了大家可能都
看烦了，翻烂了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放在我的床头，
每天临睡前翻上几页。我想的是，自己文学功底不深，作为
语文教师，它需求的不仅仅是掌握好的教法，更多的是自己
用自己高深的文学素养打动学生。

今天在“好书大家读”推荐会上，我跟大家交流了我的读书
历程。虽然这是一段并不让我引以自豪的过去，但我还是抱
着一颗真诚的心给大家交流了出来。愿大家能从我的例子上
得到启示。希望有孩子的同事能够鼓励孩子多看书，千万不
可浇灭他们那高涨的读书热情，不要在书的内容做过多的限
制，只要思想健康，只要他们喜欢，就放心让他们读吧!同时，
也希望和我有类似经历老师们能够早早醒悟，趁着学校创建
书香校园，学习型校园的大好时机，能够管住自己，行动起
来，多读书，读好书吧!

读书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汇报交流的题目是：一粒生长的种子。与大家分享的是
《应答与建构—我的小学数学教学的行与思》这本书。这本
书的作者是江苏省特级教师周卫东，我有幸与周卫东老师同
课异构四年级的《找规律》，王金法老师作为我们那次活动
的特邀嘉宾对我们的课进行了分析与点评。那是我第一次认
识周卫东，也让我深深知道了自己与名师的差距，数学课堂
应该如何地立体、丰富、有内涵，数学课堂如何上出数学味，
凸显数学的本真。与周校长的近距离接触，再细细品味他书
中的文字，真是人如其书，书如其人。

我收到了周校长寄给我的这本书，后来我们工作室活动也发
了这本书，于是利用暑期的时间，我又读了第二遍，与第一
遍匆忙的初读感受大不相同。每一辑的标题都是细细斟酌：
热点沉思、经验提纯、碎片拾零、课堂传真、感悟集萃。理
论与案例的双效结合，现实与理想的实践思考，从大处着眼，
于细微处见精神。让我深深感受到作者是个非常有独特个性，
有自我思想，专业内涵及其丰富厚重的数学教师。

读了五辑内容，学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我有了新的收
获，也得到了新的启思。

说实话，在我们农村小学，实实在在做小课题研究的很少，
很多都是浮在浅层，去年参加一次省级培训时也听到有关教
师做研究的报告，心里就有了想做研究的想法，想把平时的
实践再深入化，再专业化，能在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基础上，
增强学生的创造力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

课改走到今天，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并不模糊，而我们每天的`
课堂都经历着预设与生成矛盾统一的过程。其实在家常课中
遇到意外生成的情况比较多，而每次是否都能理性智慧的处
理突发情况，我对自己并不完全满意，更多的或许是习惯性
的处理方式，还缺乏睿智的思考与临场智慧的应变。

“过程”与“结果”是我们现在每一节课主要关注的两个点，



而过程很难进行考量，平时更多关注的是结果，因为结果可
以通过检测的方式显现，而对过程目前还没有一个新的评价
体系，这很容易导致教师在平时的授课中只注重结果而淡化
过程的教学。

读完这本书我还有两点疑问，之后也与周校长进行了交流，
也期待自己在以后的成长道路上，能多读到像《应答与建构》
这样的好书，多与像周校长这样有自己独立思想、热爱课堂
的特级教师学习，要有对平日生活、日常现象的穿透力，要
能够在寻常中发现奇崛，在凡俗中看到精彩。对自己的教学
行为始终保持一份警醒，审视那些“熟知而非真知”的东西，
去获得一种意义的理解。

周校长是个有着自我独立思想的努力实践者，是个对教育对
课堂充满热情充满希望的辛勤耕耘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儿
童是一粒生长的种子，他也是一粒生长的种子，我也要做一
粒生长的种子，和学生一同学习、一起成长！在周校长专业
成长的道路上，他一直心存感激，这与其说是一种心境，毋
宁说更是一种境界，而我的专业行走，也非常感谢一路相伴，
给过我帮助与温暖的人，特别是曹慧校长和我们工作室的伙
伴，让我在农村小学的专业行走之路中，不再孤单，不再迷
惘，更多了一份走向远方的从容与自信。最后，用肖川《教
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中的一句话结束我今天的交流。“心
存感激，是一种朗朗的心境，一种人性的光辉，天空因此而
变得湛蓝，空气因此而变得湿润，美好的事物因此而变得离
我们很近很近。”

谢谢大家！

读书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我演讲的题目是：《读书是一门学问》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么怎样才能让有限的生命过得充实而
富有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读书。人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可行万里路，也可读万卷书，但是：读书，也是一门学问。

首先：我们要明确读书是好的。

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明白真善美的世界，让我们渐渐地高尚
起来纯洁起来内心更坚强起来。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读书
使我们可以从智者的叮咛中顿悟人生的真谛，从伟人的人生
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英雄故事中找到和
命运抗争和力量与意志！

然后：是要我们多读书。

我们从小就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多读
书可以让我们更加谦卑与睿智。

可以使人远离孤独，提升思想的境界，有时候当你书，读得
越多越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也越多时，请不要悲观，反而
我要恭喜你，因为这是境界的提升，是眼界的开拓，是质的
飞跃，这让我们懂得更谦虚地看待世界！

最后一个是：读好书，会读书。

首先我们读书应该学会选择。我爷爷曾经说过：读得一本好
书，那就是一位良师，一位益友

当前时代的步伐在加快，对于读书更多的人开始选择了另一
种态度，阅读也变得越来越简单随意，看时一目十行，看后
过目即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浅阅读"。随着传播媒介的



改变，阅读习惯也随之改变，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你一
天看五六本书籍，却流于表面，没有深入的去读，还不如我
一周看一本书，更值得！而这就是深阅读的魅力所在。是用
心的，深入的去理解一本书，去了解作者，去解读他的思想
进而化为己用。而这，才更具有传承知识的意义。

谈到会读书，阅读之深浅，就并非小事了。往小里说，涉及
个人生活方式，往大处讲，涉及社会风尚和全民族的文化倾
向，甚至是知识的传承与发展，都与此息息相关。所以科技
的发达，资讯的浩繁，生活的重压都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
远离深阅读的借口。

再者，读书是一种闲情时光的享受，是心灵的放空，灵魂的
洗礼。本就不在乎读的内容多与少，而在于内心的感受和思
想境界上的理解与超脱。超然物外，在精神上达到天人合一
的境界。从而使内心感到愉悦，这不正是读书的魅力么。

所以，在我看来阅读，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更是一门高深的
艺术。爱读书，读好书，阅读我们永不放弃。

谢谢大家！

读书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站在大家面，我演讲的主题是“我读书，我快乐”。

作为一名学生，我很爱读书。与每天学习用到的教科书不同，
读课外书书使我的生活更加充实、快乐，让我的思想变得更
深刻，也增长了大量的知识。

记得有一天我丢了一枝钢笔，很不高兴，回到家里，依然气
呼呼的，这时妈妈递给我一本书——《柳林风声》，这是我



早就盼望得到的，我立刻把不开心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津
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看到有趣处还“咯咯咯”开心地笑了。

世上的书浩如烟海，我们一辈子也读不完，所以，我们要有
选择的读书。那么，我们该看哪些书呢？我们就要看对自己
有帮助的，适合自己看的。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大家都应该知
道吧，以前他在图书馆看书时，曾发誓一定要把图书馆的书
全部看完。一位年迈的图书管理员知道了，对爱迪生
说：“图书馆里有许多书，有些书对你毫无用处，你不必费
力把它们全部看完，要看一些对你有用的书。这样，说不定
还能达到出奇不意的效果哩！”就这样，爱迪生听从了图书
管理员的意见，选择了自然科学类的书，最终成为了一位了
不起的科学家。

我们就可以与司马迁、高尔基等著名作家交谈，这样，我们
就可以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阅历人情世故，懂得社会的冷
暖。

最后我要提醒自己也提醒同学们的是，作为一名学生，在尽
可能广泛阅读的同时，一定要处理好课内和课外的关系，不
能因为沉迷于课外书的世界而影响到正常功课的学习，因为
只有把课内书读好了，才能更好地读好课外书，才能更加全
面的从书中汲取营养。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广泛的阅读可以开阔我
们的视野，增加我们的知识，帮助我们健康成长。同学们，
让我们快乐地成长，快乐的读书吧！谢谢大家！

读书演讲稿篇五

各位评委、同事们：

大家下午好！



畅谈读书心得，共享阅读快乐，我与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认
真做事，简单做人》。

拜读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已经很久，感触颇深。
书中的一些经典语录和言论鼓舞人心，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如：

正如我们必须打扫、整理、维护好我们的住所，才能放心去
做其他事一样，对我们的心灵也应该如此。

如果你已取得了这些：善良、谦虚、真诚、理智、镇定、豁
达，注意不要改变它们；如果你失去了它们，迅速地找回。

你没有采取相同的方法，付出同样多的时间，你就不要指望
获得与他人同样的回报。

《沉思录》的译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说：“这不
是一本时髦的书，而是一本经久的书，买来不一定马上读，
但一定会有需要读它的时候。我们的温总理也说，《沉思录》
就放在他床头，天天都在读，已经看了不下100遍了。由此可
见该书的影响力。由于我仅仅只是通读了一遍，加之水平有
限，对该书的理解远不如温总理和何教授那么深刻、透彻，
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看待一件事物必定也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现将我的感受和体会写下来，与大家交流、共享。

我们为什么阅读？“阅读能让我过快乐平静地生活。”作者
很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读书，这是我们
天天在做的一件事情，我也是一样。但就在我读这本书之前，
还是处于一边读书一边迷茫的状态。直到读了这本书，看到
这句话，心中豁然开朗。原来，阅读能让我们过快乐平静地
生活。不是吗，通过读书，学会了更好的思考，并成为一个
更具辩别和反省能力的人；通过读书，学会了很多知识，感
觉到每天都在进步，于是我们快乐充实；通过读书，懂得了
许多道理，远离了生活喧哗，于是我们心态平静。



书中的内容告诉我们：不要对生活百般挑剔。

“醋不好，因为它是酸的”、“我不喜欢蔬菜”。你也许还
会说：“我不爱空闲，因为空闲表示孤独”、“我不喜欢人
群，因为乱哄哄的”。但是，如果环境使得你必须独处，你
应该认为这是宁静的时刻，要善于享用它。当你和一大群人
在一起的时候，就把它视为盛会或节日，就和大家一起享受
盛宴吧。当一件东西被拿走时，要立即欣然放弃，并为曾经
使用过它而心存感激。当人们的行为并不如你所愿时，不妨
耸耸肩，对自己说：“就这样吧。”然后让这件事过去。生
活如此，工作不也是一样吗。不要对工作百般挑剔，要心存
感恩。不要总觉得工资太低，要想想付出了多少。曾经在网
上参加了一次思想调查问卷活动，其中有一道题是：“您认
为您是否能找到比目前这份工作更好的工作”，我在回答这
道题时，经过了反复的、认真的、冷静的思考后，选择
了“很难”这个答案，这不是对自己不自信，而是正视客观
事实。在公布的问卷中，32。7%的人选择了“不
能”，44。2%的人选择了和我一样答案，仅有23。1%的人选
择了“能”。那么，既然我们没有过人的魄力，没有丢下一
切从头再来的勇气，没有高人一等的技能，为什么还不安心
干好现有的工作呢？以前在工作中我也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满，
有过这样那样的牢骚，“为什么活总让我干”、“为什么总
有干不完的活”也曾经报怨过，也曾经懈怠过。现在明白了，
以自己的付出，能得到目前拥有的一切，真的该知足了。不
要把精力放在自己无法控制的别的人行为、想法、言论及外
界环境上去，而是要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这才是我们
真正应该做的。

作者还指出，要想获得宁静与自由，必须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一些事情我们能控制，另一些事情我们不能控制。只有正视
这个原则，并学会区分什么你能控制，什么你不能控制，平
静地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勇敢地改变可以改的事情，才能
拥有内在的宁静与外在的效率。观点、愿望、欲求与厌恶之
事，是我们能控制的；是否富足或运气亨通，他人怎样看待



我们，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等，这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如果我们试图控制和改变我们力所不及之事，只能带来痛苦。
我们需要定期停下来检查一番，坐下来想一想，确定什么东
西值得重视，什么不值得，什么风险值得付出代价，什么不
值得。作者同时还告诉我们一个法则：保管好自己的东西，
不要去索取他人的东西，好好利用赐给你的东西，不要妄想
没有赐给你的东西。这些观点和言论，对我都有很深的启发，
值得我们深深的反思。现在大多数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感
觉———累。为什么累呢？欲望太多。没有的想拥有，已有
的还想要更多，总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于是，幸福感极速下
降，我们变得不再快乐。

那么，如何才能使我们真正快乐呢？所有人都在追求快乐的
生活，许多人把实现它的手段———如财富、地位———和
快乐的生活本身混为一谈。对这些手段的错误关注，使人们
更加远离快乐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曾经这么认为：有钱了
想要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当然快乐；职位越高，追随的人越
多，待遇越好，当然快乐。但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真
正有价值的东西是构成生活的高尚的行动，而非那些外在的
手段，尽管看起来似乎是借助这些手段才获得了快乐的生活。
这句话读起来可能有点拗口，但细细品味却不无道理。生活，
平平淡淡才是真，简简单单才快乐。真正的幸福总是与外部
境况无关，你的幸福只能在内心找到。驱逐想象，克制欲望，
消除嗜好，把支配能力保持在自己的力量之内，那我们就能
永葆快乐。

最后，我用《沉思录》中的一名经典与大家共勉：“幸福只
能在内心找到。如果我们的

头脑充满了不幸的恐惧与野心，就不可能拥有一颗轻松自在
的心。”

以上是我的一点读书体会，认识比较肤浅，请大家见谅。谢
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