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的演讲稿 申论答题技巧申论写作题
型之演讲稿(优秀5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
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话题的演讲稿篇一

更多信息关注辽宁事业单位考试网

申论考试，也就是时政考试，应用文写作。写作题型包括报
告、讲话稿、演讲稿、开幕词、公开信、意见以及通知等几
种形式。下面，中公教育就结合不同的题目类型，为大家进
行分析概括。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
和某些公众场所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
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
手段，演讲的内容和形式。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
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
等等;演讲稿具有宣传、鼓 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
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
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

一、演讲稿的分类

演讲稿按照体裁分为叙述式、议论式、说明式;按照内容分政
治演讲稿、学术演讲稿、社会生活演讲稿和课堂演讲稿。应
试者只需有大致了解即可，这里不作详细讲解。



二、演讲稿的特点 1.针对性

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
以思想、感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
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
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辨要有雄辩的
逻辑力量，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层
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性
会议、服务性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各类竞
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众设计不
同的演讲内容。

2.可讲性

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它以“讲”为主、
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
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
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则是“上口入耳”。
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
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
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
与调整。

3.鼓动性

首先要依靠演讲稿思想内容的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
到之处，发人深思，语言表达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如果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 得
再卖力，效果也不会好，甚至相反。

三、演讲稿的格式

对演讲的主题和材料进行组织安排，就是演讲稿的结构，它



是演讲稿的外在表现形式。演讲稿一般由标题、称谓、导语、
主题、结尾这几个部分组成。

1.标题

有的演讲稿需要拟标题，有的则不需要，应试者需视具体情
况而定。当然，拟定一个好的标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给
阅卷老师耳目一新的感觉。标题的拟定往往要与演讲内容相
联系，或直接揭示主题，或提出问题。

2.称谓

称谓也即点名演讲稿的受众，与自己的听众打招呼，引起听
众注意。称谓有泛称的：“同志们”、“朋友们”、“各位
来宾”等，也有特指的：“各位领导”、“各位职工”等。
特定场合也可以省略。

3.导语

4.主题

主题是演讲稿的核心部分。这部分内容写法犹如议论文，要
紧扣演讲的主旨，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为了让听众心服口
服，还必须大量引用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做到旁征博引，
深入浅出。由于听众是被动的，为了时时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演讲稿的语言要真挚感人，篇幅也要适中。

5.结尾

演讲稿的结尾要简短有力。好的结尾可以深化主题，让听众
回味无穷。结尾的写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总结全文，再次点明演讲的主旨。

辽宁事业单位考试网



(2)鼓动人心、展示前景。这种结尾方式鼓动性极强，容易使
演讲进入高潮。(3)用风趣幽默的话语结构。这种结尾方式能
给人轻松愉快之感，也容易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4)以哲理性的语言结尾。哲理性的语言往往深刻、精辟，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听众得到深刻的启示。

(5)以提出愿望的方式结尾。

四、演讲稿的写作要求 1.了解对象，有的放矢

演讲稿是讲给人听的，因此，写演讲稿首先要了解听众对象：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状况等;了解他们所关
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不看对象，演讲稿写得再花功
夫，说得再天花乱坠，听众也会感到索然无味，无动于衷，
也就达不到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的目的。

2.观点鲜明，感情真挚

演讲稿观点鲜明，显示着演讲者对一种理性认识的肯定，对
客观事物见解的透辟程度，能给人以可信性和可靠感。演讲
稿观点不鲜明，就缺乏说服力，就失去了演讲的作用。演讲
稿还要有真挚的感情，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有鼓动性。因
此，它要求在表达上注意感情色彩，把说理和抒情结合起来。
既有冷静的分析，又有热情的鼓动;既有所怒，又有所喜;既
有所憎，又有所爱。当然这种深厚动人的感情不应是“挤”
出来的，而要发自肺腑，就像泉水喷涌而出。

3.行文变化，富有波澜

构成演讲稿波澜的要素很多，有内容，有安排，也有听众的
心理特征和认识事物的规律。如果能掌握听众的心理特征和
认识事物的规律，恰当地选择材料，安排材料，也能使演讲
在听众心里激起波澜。换句话说，演讲稿要写得有波澜，主



要不是靠声调的高低，而是靠内容的有起有伏，有张有弛，
有强调，有反复，有比较，有照应。

4.语言流畅，深刻风趣

要把演讲者在头脑里构思的一切都写出来或说出来，让人们
看得见，听得到，就必须借助语言这个交流思想的工具。因
此，语言运用得好还是差，对写作演讲稿影响极大。要提高
演讲稿的质量，不能不在语言的运用上下一番功夫。

辽宁事业单位考试网

总而言之，考生在平日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应用文的
写做方法，熟悉演讲稿的写作套路。这样在考试中才能胸有
成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辽宁事业单位考试网：http:///liaoning/

以上内容来自中公事业单位考试网为考生备考提供备考指导，
供大家学习参考!

辽宁事业单位考试网

话题的演讲稿篇二

更多信息请查看安徽事业单位招聘公告

申论考试，亦是时政考试，应用文写作。写作题型包括报告、
讲话稿、演讲稿、开幕词、公开信、意见以及通知等几种形
式。中公教育专家结合不同的题目类型，为大家进行分析概
括。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所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



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
的内容和形式。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
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
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
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
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
鸣。

一、演讲稿的分类

演讲稿按照体裁分为叙述式、议论式、说明式;按照内容分政
治演讲稿、学术演讲稿、社会生活演讲稿和课堂演讲稿。应
试者只需有大致了解即可，这里不作详细讲解。

二、演讲稿的特点

1.针对性

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
以思想、感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
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
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辨要有雄辩的
逻辑力量，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层
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性
会议、服务性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各类竞
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众设计不
同的演讲内容。

2.可讲性

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它以“讲”为主、



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
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
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则是“上口入耳”。
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
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
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
与调整。

3.鼓动性

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激发听众情绪、赢得好
感的鼓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演讲稿思想内容的
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到之处，发人深思，语言表达
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如果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
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 得再卖力，效果也不会好，甚至
相反。

安徽事业单位招聘http:///anhui/

话题的演讲稿篇三

更多信息请查看安徽事业单位招聘公告

申论考试，亦是时政考试，应用文写作。写作题型包括报告、
讲话稿、演讲稿、开幕词、公开信、意见以及通知等几种形
式。中公教育专家结合不同的题目类型，为大家进行分析概
括。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所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
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
的内容和形式。

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它



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主张、见解;也可以用来介绍
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演讲稿具有宣传、鼓动、
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
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
鸣。

一、演讲稿的分类

演讲稿按照体裁分为叙述式、议论式、说明式;按照内容分政
治演讲稿、学术演讲稿、社会生活演讲稿和课堂演讲稿。应
试者只需有大致了解即可，这里不作详细讲解。

二、演讲稿的特点

1.针对性

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
以思想、感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
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
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辨要有雄辩的
逻辑力量，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层
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性
会议、服务性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各类竞
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众设计不
同的演讲内容。

2.可讲性

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它以“讲”为主、
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
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
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则是“上口入耳”。
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



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
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
与调整。

3.鼓动性

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激发听众情绪、赢得好
感的鼓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演讲稿思想内容的
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到之处，发人深思，语言表达
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如果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
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 得再卖力，效果也不会好，甚至
相反。

安徽事业单位招聘http:///anhui/

话题的演讲稿篇四

申论考试，也就是时政考试，应用文写作。写作题型包括报
告、讲话稿、演讲稿、开幕词、公开信、意见以及通知等几
种形式。下面，卓博教育就结合不同的题目类型，为大家进
行分析概括。

报告“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
关的询问”。报告是一种呈阅性的上行文，主要用于下级机
关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答复上级机关的询问等。

一、报告的分类

报告的分类情况比较复杂，从不同的角度分有不同的种类：
按内容分为情况报告、工作报告、答复报告和报送报告四种;
按行文目的分为呈报性、呈转性报告;按性质划分为综合报告、
专题报告;按时限可分为例行报告和不定期报告两种。

二、报告的特点



1.内容的汇报性：一切报告都是下级向上级机关或业务主管
部门汇报工作，让上级机关掌握基本情况并及时对自己的工
作进行指导，所以，汇报性是“报告”的一个大特点。

2.语言的陈述性：因为报告具有汇报性，是向上级讲述做了
什么工作，或工作是怎样做的，有什么情况、经验、体会，
存在什么问题，今后有什么打算，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建议，
所以行文上一般都使用叙述方法，即陈述其事，而不是像请
示那样采用祈使、请求等法。

3.行文的单向性：报告时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行文，是为上
级机关进行宏观领导提供依据, 一般不需要受文机关的批复,
属于单项行文。

4.成文的事后性：多数报告都是在事情做完或发生后, 向上
级机关作出汇报, 是事后或事中行文。

5.双向的沟通性：报告虽不需批复，却是下级机关以此取得
上级机关的支持、指导的桥梁;同时上级机关也能通过报告获
得信息，了解下情，报告成为上级机关决策、指导和协调工
作的依据。

三、报告的格式

报告一般由标题与正文两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包括文章的前
言、主体、结尾，三部分比较明显，层次比较清楚。

话题的演讲稿篇五

申论考试，也就是时政考试，应用文写作。写作题型包括报
告、讲话稿、演讲稿、开幕词、公开信、意见以及通知等几
种形式。下面，中公教育就结合不同的题目类型，为大家进
行分析概括。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它是在较为隆重的仪式上和某些公众场
所发表的讲话文稿。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
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演讲
的内容和形式。演讲稿是人们在工作和社会生活中经常使用
的一种文体。它可以用来交流思想、感情，表达 主张、见
解;也可以用来介绍自己的学习、工作情况和经验„„等等;演
讲稿具有宣传、鼓 动、教育和欣赏等作用，它可以把演讲者
的观点、主张与思想感情传达给听众以及读者，使他们信服
并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

一、演讲稿的分类

演讲稿按照体裁分为叙述式、议论式、说明式;按照内容分政
治演讲稿、学术演讲稿、社会生活演讲稿和课堂演讲稿。应
试者只需有大致了解即可，这里不作详细讲解。

二、演讲稿的特点

1.针对性

演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用于公众场合的宣传形式。它为了
以思想、感情、事例和理论来晓喻听众，打动听众，“征
服”群众，必须要有现实的针对性。所谓针对性，首先是作
者提出的问题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评论和论辨要有雄辩的
逻辑力量，要能为听众所接受并心悦诚服，这样，才能起到
应有的社会效果;其次是要懂得听众有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层
次，而“公众场合”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党团集会、专业性
会议、服务性俱乐部、学校、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各类竞
赛场合，写作时要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为听众设计不
同的演讲内容。

2.可讲性

演讲的本质在于“讲”，而不在于“演”，它以“讲”为主、



以“演”为辅。由于演讲要诉诸口头，拟稿时必须以易说能
讲为前提。如果说，有些文章和作品主要通过阅读欣赏，领
略其中意义和情味，那么，演讲稿的要求则是“上口入耳”。
一篇好的演讲稿对演讲者来说要可讲;对听讲者来说应好听。
因此，演讲稿写成之后，作者最好能通过试讲或默念加以检
查，凡是讲不顺口或听不清楚之处(如句子过长)，均应修改
与调整。

3.鼓动性

演讲是一门艺术。好的演讲自有一种激发听众情绪、赢得好
感的鼓动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依靠演讲稿思想内容的
丰富、深刻，见解精辟，有独到之处，发人深思，语言表达
要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如果演讲稿写得平淡无味，毫
无新意，即使在现场“演” 得再卖力，效果也不会好，甚至
相反。

三、演讲稿的格式

对演讲的主题和材料进行组织安排，就是演讲稿的结构，它
是演讲稿的外在表现形式。演讲稿一般由标题、称谓、导语、
主题、结尾这几个部分组成。

1.标题

有的演讲稿需要拟标题，有的则不需要，应试者需视具体情
况而定。当然，拟定一个好的标题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给
阅卷老师耳目一新的感觉。标题的拟定往往要与演讲内容相
联系，或直接揭示主题，或提出问题。

2.称谓

称谓也即点名演讲稿的受众，与自己的听众打招呼，引起听
众注意。称谓有泛称的：“同志们”、“朋友们”、“各位



来宾”等，也有特指的：“各位领导”、“各位职工”等。
特定场合也可以省略。

3.导语

4.主题

主题是演讲稿的核心部分。这部分内容写法犹如议论文，要
紧扣演讲的主旨，逻辑严密，层次分明，为了让听众心服口
服，还必须大量引用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做到旁征博引，
深入浅出。由于听众是被动的，为了时时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演讲稿的语言要真挚感人，篇幅也要适中。

5.结尾

演讲稿的结尾要简短有力。好的结尾可以深化主题，让听众
回味无穷。结尾的写法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总结全文，再次点明演讲的主旨。

(2)鼓动人心、展示前景。这种结尾方式鼓动性极强，容易使
演讲进入高潮。

(3)用风趣幽默的话语结构。这种结尾方式能给人轻松愉快之
感，也容易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4)以哲理性的语言结尾。哲理性的语言往往深刻、精辟，能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听众得到深刻的启示。

(5)以提出愿望的方式结尾。

四、演讲稿的写作要求

1.了解对象，有的放矢



演讲稿是讲给人听的，因此，写演讲稿首先要了解听众对象：
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文化程度、职业状况等;了解他们所关
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不看对象，演讲稿写得再花功
夫，说得再天花乱坠，听众也会感到索然无味，无动于衷，
也就达不到宣传、鼓动、教育和欣赏的目的。

2.观点鲜明，感情真挚

演讲稿观点鲜明，显示着演讲者对一种理性认识的肯定，对
客观事物见解的透辟程度，能给人以可信性和可靠感。演讲
稿观点不鲜明，就缺乏说服力，就失去了演讲的作用。演讲
稿还要有真挚的感情，才能打动人、感染人，有鼓动性。因
此，它要求在表达上注意感情色彩，把说理和抒情结合起来。
既有冷静的分析，又有热情的鼓动;既有所怒，又有所喜;既
有所憎，又有所爱。当然这种深厚动人的感情不应是“挤”
出来的，而要发自肺腑，就像泉水喷涌而出。

3.行文变化，富有波澜【山西事业单位微信号：shxsydw】

构成演讲稿波澜的要素很多，有内容，有安排，也有听众的
心理特征和认识事物的规律。如果能掌握听众的心理特征和
认识事物的规律，恰当地选择材料，安排材料，也能使演讲
在听众心里激起波澜。换句话说，演讲稿要写得有波澜，主
要不是靠声调的高低，而是靠内容的有起有伏，有张有弛，
有强调，有反复，有比较，有照应。

4.语言流畅，深刻风趣

要把演讲者在头脑里构思的一切都写出来或说出来，让人们
看得见，听得到，就必须借助语言这个交流思想的工具。因
此，语言运用得好还是差，对写作演讲稿影响极大。要提高
演讲稿的质量，不能不在语言的运用上下一番功夫。

总而言之，考生在平日的复习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应用文的



写做方法，熟悉演讲稿的写作套路。这样在考试中才能胸有
成竹，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