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点式演讲例子(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三点式演讲例子篇一

结构作为整体，是演讲稿的形式范畴。但结构的构成，也有
它的形式和内容。从整体看，结构是演讲材料的组织构造，
是演讲者依据主旨、意图对材料进行组合、编排而成的一篇
演讲稿的框架。分开看，它也有它的形式，即一篇演讲稿由
哪几部分组成；也有它的内容，即哪个部分讲什么。结构的
中心是回答和解决这次演讲“怎样讲”的问题。

二、结构的实质和作用

结构的实质是将来自各方面的分散的演讲稿构成因素（主旨、
题材、材料等）组合成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使构成因素的
原有意义集中、突出出来并升华出一种新的意义和信息传播
给听众。如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其中有外国剧中的人
物，有中国的'实际，有它要阐述的问题、主旨和意图。当我
们读它时，就觉得它是一个整体，原有分散的材料有机组合
后具有了新的意义，产生了新的功能。这也就是结构的作用
所在。

三、结构的一般模式

演讲稿结构的一般模式就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所认定的“三
一律”。它由意义各不相同的三个部分即开头、正文、结尾
所组成，如图：

开头正文结尾



“三一律”概括了任何演讲稿结构的形式特点。从形式上看，
这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各有各的意义和作用；从内容上看，
则是统一的，是同一个主题、题材和材料在不同部位的表现，
要达到的是同一个目的。这里，开头处于演讲稿的重要位置，
应该力求迅速引起听众的注意，力避拖沓、冗长和客套；结
尾则在于使整个演讲给听众留下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力
求做到揭示题旨、加深认识、促人深思、耐人寻味，文字不
可过长。

四、结构的特殊模式

一般说来，任何演讲稿的开头和结尾的结构方法及意义、作
用都是一致的。但正文则不尽相同，至少有两种特殊模式。
这里介绍的就是正文的两种特殊模式：议论式结构模式和叙
述式结构模式。

．议论式结构模式。即以普通论文方式安排的结构。由提出
问题、分析论证和得出结论三部分组成。一般只提一个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而议论方式则多种多样。其结构顺序一般是
问题在前，分析论证在中，做出结论在后。如图：

问题分析论证结论

这其实是大“三一律”中的小“三一律”。这个小模式前加
开头，后加结尾，就是演讲稿结构的特殊模式：

三点式演讲例子篇二

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许燕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高师生心理素质结构包括社会适应
素质、自我完善素质、职业性格素质、能力素质、人际管理
素质和再生素质等六个方面的素质。其中，每个素质又各自
包括若干心理品质。这项研究的缺点是抽样的范围较窄，所



得结果虽然能反映师范生的心理素质结构，但是未必能够全
面说明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结构。

张大均等人从理论上建构的中学生心理素质结构包括认知因
素、个性因素和适应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他们提出的
中学生心理素质结构。这项研究所建构的中学生心理素质结
构简单明晰，认知因素作为一项重要的心理素质成分如实反
映了中学生的学习是他们主要从事的活动。但是，大学生的
心理发展特点与中学生有较大差别，而且国家、社会对大学
生的要求更高，所以大学生的心理素质结构在整体上是否与
中学生相同，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验证。

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现代社会中高素质的个体应具备如下
特征：自律的道德情操，适应性的认知及行为能力，追求卓
越的动机，均衡的价值体系，统整的自我规约系统，豁达的
人生观。黄先生提出的上述看法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结构的建
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其中均衡的价值体系，统
整的自我规约系统，豁达的人生观这几个方面是在心理学与
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界面上谈人的素质结构，属于上述
心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

刘华山从理论上对心理素质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学生的心
理素质包括正确的人生态度、积极的自我概念、敬业与责任
感、关爱与合作精神、智慧与创造力、实践与生存力、耐挫
与坚持力。上述七个因素分别反映学生在学习、研究、工作
和生活实践中与内外各个方面的关系，即对整个人生、对自
己、对工作与社会、对他人与团体、对知识与信息、对实际
事物、对困难与压力情境七个方面应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
这七个方面的因素具有较好的逻辑性，但是需要通过实证研
究加以验证或修正完善。

三点式演讲例子篇三

本文主要从结构的形式和内容；结构的实质和作用；结构的



一般模式；结构的特殊模式；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
结构作为整体，是演讲稿的形式范畴。但结构的构成，也有
它的形式和内容、结构的实质是将来自各方面的分散的演讲
稿构成因素（主旨、题材、材料等）组合成一个新的有机的
整体，使构成因素的原有意义集中、突出出来并升华出一种
新的意义和信息传播给听众、演讲稿结构的一般模式由意义
各不相同的三个部分即开头、正文、结尾所组成。、议论式
结构模式。即以普通论文方式安排的结构、叙述式结构模式。
即以听众的心理线索安排的结构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结构的形式和内容

结构作为整体，是演讲稿的形式范畴。但结构的构成，也有
它的形式和内容。从整体看，结构是演讲材料的组织构造，
是演讲者依据主旨、意图对材料进行组合、编排而成的一篇
演讲稿的框架。分开看，它也有它的形式，即一篇演讲稿由
哪几部分组成；也有它的内容，即哪个部分讲什么。结构的
中心是回答和解决这次演讲“怎样讲”的问题。

二、结构的实质和作用

结构的实质是将来自各方面的`分散的演讲稿构成因素（主旨、
题材、材料等）组合成一个新的有机的整体，使构成因素的
原有意义集中、突出出来并升华出一种新的意义和信息传播
给听众。如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其中有外国剧中的人
物，有中国的实际，有它要阐述的问题、主旨和意图。当我
们读它时，就觉得它是一个整体，原有分散的材料有机组合
后具有了新的意义，产生了新的功能。这也就是结构的作用
所在。

三、结构的一般模式

演讲稿结构的一般模式就是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所认定的“三
一律”。它由意义各不相同的三个部分即开头、正文、结尾



所组成。

“三一律”概括了任何演讲稿结构的形式特点。从形式上看，
这三个部分各自独立，各有各的意义和作用；从内容上看，
则是统一的，是同一个主题、题材和材料在不同部位的表现，
要达到的是同一个目的。这里，开头处于演讲稿的重要位置，
应该力求迅速引起听众的注意，力避拖沓、冗长和客套；结
尾则在于使整个演讲给听众留下一个完整、清晰的概念，力
求做到揭示题旨、加深认识、促人深思、耐人寻味，文字不
可过长。

四、结构的特殊模式

一般说来，任何演讲稿的开头和结尾的结构方法及意义、作
用都是一致的。但正文则不尽相同，至少有两种特殊模式。
这里介绍的就是正文的两种特殊模式：议论式结构模式和叙
述式结构模式。

1。议论式结构模式。即以普通论文方式安排的结构。由提出
问题、分析论证和得出结论三部分组成。一般只提一个问题，
得出一个结论，而议论方式则多种多样。其结构顺序一般是
问题在前，分析论证在中，做出结论在后。如图：

问题分析论证结论

这其实是大“三一律”中的小“三一律”。这个小模式前加
开头，后加结尾，就是演讲稿结构的特殊模式：

三点式演讲例子篇四

在确定合格大学生心理素质结构时应注意：(1)体现心理素质
是人的个性心理品质的综合表现，心理素质不是人的心理现
象的几个孤立的方面。(2)反映大学生在学习、研究和生活实
践中应具备的基本心理素质。(3)既考虑到大学生发展与成长



的需要，也考虑到国家、社会和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4)既
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于未来需要，强调未来社会对学生的
要求。(5)以学生心理品质发展年龄阶段特征和“最近发展
区”为理论基础，重点研究大学生这一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
素质结构。

研究策略：(1)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以理
论研究为指导，以实验研究为手段；坚持实用性、可行性与
逻辑准确性的结合。(2)采用研究指标多元化的建模原则，通
过专家(理论取向)、用人单位及高校教师(职业取向)、学
生(个人取向)等多层面，确立心理素质模型的指标体系。

三点式演讲例子篇五

演讲稿大家都接触过，那么大家知道演讲稿的结构包括什么
吗?小编为大家推荐演讲稿的结尾怎么写!

演讲稿的结构分开头、主体、结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与
一般文章的结构原则大致一样。

演讲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在演讲稿的结构中处于显要的
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演讲稿的开头，通常有以下几种：

一般政治性的或者学术性的演讲稿都是开门见山，直接揭示
演讲的中心。比如宋庆龄《在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荣誉
法学博士学位仪式上的讲话》的开头：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
利亚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

运用这种方法，必须先明确把握演讲的中心，把要向听众揭
示的论点摆出来，使听众一听就知道讲的中心是什么，注意
力马上集中起来。但这种方法容易显得过于平淡、冷静，很
难吸引人。



2)说明情况，介绍背景。

比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开头：三月十四日两
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但已经永
远的睡着了。

这个开头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作出了必要的说明，为
进一步向听众揭示论题做准备。运用这种方法开头，一定要
从演讲的的中心论点出发，不能信口开河，离题万里，更要
防止套话、空话，败坏听者的胃口。

写演讲稿的开头，可根据听众的特点和演讲的内容，提出一
些激发听众思考的问题，以引起听众的兴趣。这种问题应该
新颖、独特，确实能促使听众去思考。

演讲稿在开头后要迅速转入主体，这是演讲的正文和核心部
分，也是演讲稿的高潮所在，能否写好，直接关系到演讲的
质量和效果，内容的安排，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确定结构形式。演讲稿的形式比较活泼，或旁征博引、剖
析事理，或引经据典、挥洒自如，或层层深入、或就事论事。
结构形式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求内容突出、问题说透、推
理严密、层次清晰、情理交融。

2)认真组织好材料。演讲稿的理论依据和事实论据的组织安
排要适当。首先必须保证例证的真实性、典型性。演讲稿不
能太长，一般30分钟左右最好。内容要求言简意赅、起到画
龙点睛的作用。

3)构筑演讲高潮

一个成功的演讲，不可能没有高潮。要体现三个特点：一思
想深刻、态度明确，最集中体现演讲者的思想观点。二是感
情强烈，演讲者的爱恶、喜怒在这里得到尽情宣泄。三是语



句精炼。

首先要注重思想感情的升华。必须在对某个问题有较为深刻
全面的分析、论证，演讲者的思想倾向要逐渐明朗，听众也
能逐渐领会演讲者的思想观点，并有可能在与演讲者的思想
感情产生共鸣，从而构筑高潮。

其次要注意语言的锤炼，使用排比反问等句式增加气势、也
可借助名言警句把思想揭示得更深刻。

结尾

结尾时演讲内容的自然结尾，是演讲稿的有机组成部分。结
尾给听众的印象，往往将代表整个演讲给听众的印象。言简
意赅、余音绕梁、能够使听众精神振奋，并促使听众不断思
考和回味。

写结尾时常犯的毛病就是要么草草收兵、要么画蛇添足，要
么就是套用陈词滥调，更有些人在本来已经讲完后，又唠叨
几句“我讲的不好、请大家批评指正”之类的话，势必让人
反感。演讲稿的结尾没有固定的格式，或对整个演讲全文要
点进行简单小结，或以号召性、鼓动性的话收尾，或者以诗
文名言以及幽默俏皮的话结尾。

但一般原则是要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内部结构来说，演讲需要形成或创造现场的情绪氛围，所
讲的内容应该较为集中，通常一篇演讲稿“最多只能讲两三
个问题，而且这两三个问题还得很紧密地在逻辑上串连起来，
以 层层推演的方式，一环扣一环地展开，这时最忌的是平面
罗列：甲乙丙丁，1234，abcd，尤 其成为大忌的是先亮论点，
后举例子.这只能使听众停止思考，甚至昏昏欲睡.分散的论
点 和被动的(亦即无分析的，不能发展论点的)例子，无异于
催眠曲.”



而“在演讲比赛中， 尤其要求集中论点，因为时间的限制更
大.”(孙绍振：《关于演讲稿的写作》) 演讲稿的结构分开
头、主体、结尾三个部分，其结构原则与一般文章的结构原
则大致一 样.但是，由于演讲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活动，
因而演讲稿的.结构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尤其是它的开头
和结尾有特殊的要求.

演讲稿的开头，也叫开场白.它在演讲稿的结构中处于显要的
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瑞士作家温克勒说：“开场白有二
项任务：一是建立说者与听者的同感;二是如字义所释， 打
开场面，引入正题.”好的演讲稿，一开头就应该用最简洁的
语言、最经济的时间，把听 众的注意力和兴奋点吸引过来，
这样，才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开场白的技术主要有：

相关阅读：

演讲稿结构通常包括

演讲稿格式三部分

演讲稿的格式包括

演讲稿通常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