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精选5
篇)

演讲稿具有观点鲜明，内容具有鼓动性的特点。在社会发展
不断提速的今天，需要使用演讲稿的事情愈发增多。那么你
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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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初一班的小诺，今天，我很荣幸能在这儿和大
家分享我的语文学习经验。

我是这样认为的：

考前面面俱到的复习，自然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还是
平时的语文知识积累。老师说过的一些要背的知识，一定要
非常认真地背，宁可用更多的时间，也一定要做到把这些知
识熟记在心，这样就不需要在考前一次又一次地焦头烂额，
可以省掉大把的时间啦！这些省下来的时间，用来看错题集
是非常划算的。

说到错题集，相信大家肯定都是有的，那么，你的错题集的
份量有多少呢？有的人完全是把写错题集当成一种任务，总
是草草了事，这样以一种敷衍的心态做事，心不在焉，和浪
费时间有什么区别？在整理每一道错题时都应该认真又无比
细心才好。“心已在此，眼口岂有不到者乎？”我想只有全
身心的投入，才会有好的成果。

说完考前的语文复习方法，我初感，做做批注等等，再写下
一些不懂的问题，上课的时候向老师提问并解答，这个过程



是非常好玩的。但我知道也有一些人不喜欢预习，他们可能
认为做这个很烦吧！要写那么多批注，还要把课文读得那么
透彻，这多费时间啊！于是他们便乱做一通，课文还没读透
就开始写批注，批注也是随便写的。对课文不熟悉，上课时
就会像听天书一样，不预习，就会吃苦头了！

课外学习，多看书毋庸质疑是最重要的，其次，我认为最有
趣也同样重要的.便是古文。看到一篇篇的古文，我总是惊叹
古人竟是那么富有智慧！他们的文笔，简短而精辟，时而优
美，时而睿智，而当我钻入字里行间，就像穿越到了古代，
和古人们对话，这是多么神奇的感觉！从此，我便爱上了阅
读古文，细细品味其中的一字一句，这些句子虽然简短，但
主题明确总能抓住要领。我们写作文不也是这样吗？要写得
丰富，但不能啰嗦。说到写作文这件事，有些人肯定会感到
厌烦。

其实，以前的我也总是因为作文找不到好的素材而烦恼，但
我后来发现这其实也不是件难事，只要观察身边的事物，就
会发现，生活中还是有许多好的写作题材的，我们要在其中
精心挑选一件令自己感触最深的事下笔，写作不得有虚构，
要把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来，这样，我们的作文才能更吸引
眼球，独具一格。

天才比不上勤奋的人，勤奋的人比不上乐在其中的人。只有
真正爱上语文，才能真正学好语文，让我们共同畅游在语文
知识的长河中吧！

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篇二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学好语文》。

通过学习《新课标》我再一次更清晰的认识到小学语文，首



先姓"语"，其性质的核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其次，
小学语文姓"小"，是儿童的语文教育，是儿童学习母语、运
用母语为主的教育。我们的语文课应上出以下几个特点。

所谓的语文味即是语文的文学藴味，包括语文、文学、形象、
构思、意境、哲学、情趣等藴味，也即是语文美。所以，语
文课就要应有浓厚的语文味。而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引导
学生去体验、去发现、去感悟语言文字之美，作者情感之美、
文章意境之美。首先，语文教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引领
学生对语文作品反复涵咏体味。给学生创造充分阅读的时间，
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的心灵直
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伟大的人格、
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教师引导学生反复朗读、大量阅
读、细细品读、深情诵读中反复涵咏体味，让学生领会语言
文字之美，从而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境。其次，要
围绕"语文本体"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多
层面，甚至是有创意地去理解、欣赏作品，产生对文本的情
感美、语言美、形象美、构思美、意境美、哲理美和情趣美
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创作欲，从而更加热
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小学的语文是儿童的语文。语文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导
学生和控制学生，而是通过文本向学生提供一个更活跃、更
开阔的语文实践平台。在"还"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应该自起
至终、自觉自愿地成为学生实践的组织者、服务者和帮助者。
激发学生的.阅读愿望和激情;洞察学生在语文实践过程中可
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诱发学生作为一名读者的发展和创见;
带领学生经由语文课走向一片新的语文天地。要在语文课体
现"儿童味"，更重要的是凸现儿童的主体地位，把儿童的精
神融入语文课，让童声、童心、童趣在老师的唤醒、激励和
鼓舞中真实体现。在教学中儿童自有儿童的感动，儿童自有
儿童的诠释，儿童自有儿童的情怀，儿童自有儿童的梦想。
语文的主人是儿童，我们要尊重儿童的原始表达，要体会语
言的真意，要让儿童真情流露，语文课就要尊重儿童的语文



世界，上出儿童味来。

语文课的语文味，一般是说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理教材、
组织教学活动、选择教学手段、运用教学语言以及教师的仪
表风度等诸种因素，凝聚之后显示出来的审美风貌，审美风
貌表现为真(真实可信)、诚(诚挚深沉)、新(新颖独特)。这
种审美风貌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并为学生所品评体验，或
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吸引着学生。古人云：文如其人。今人说：
上课如作文。可见"课如其人"的说法也合乎逻辑，正如大自
然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个性
绝对相同的教师，因为即使他们的年龄、学历相同，但每个
人的性格、气质、感情、特长等总是千差万别的。那如何使
语文课富有个人味呢?第一、教学时做到"胸中有书，目中有
人"，也就是教材要如出自己之口，如出自己之心。在研究教
材时也要研究学生，熟悉学生。

第二、突现优势，形成个性化教学风格。每位教师都有自己
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即突出"人无我有"，在语文课上
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在新课程改革的进程里，"有滋有味"
的语文课，应能让听者如沐春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学好语文》。

通过学习《新课标》我再一次更清晰的认识到小学语文，首
先姓“语”，其性质的核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其次，
小学语文姓“小”，是儿童的语文教育，是儿童学习母语、
运用母语为主的教育。我们的语文课应上出以下几个特点。

所谓的语文味即是语文的文学蕴味，包括语文、文学、形象、
构思、意境、哲学、情趣等蕴味，也即是语文美。所以，语



文课就要应有浓厚的语文味。而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引导
学生去体验、去发现、去感悟语言文字之美，作者情感之美、
文章意境之美。首先，语文教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引领
学生对语文作品反复涵咏体味。给学生创造充分阅读的时间，
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的心灵直
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伟大的人格、
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教师引导学生反复朗读、1大量阅
读、细细品读、深情诵读中反复涵咏体味，让学生领会语言
文字之美，从而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境。其次，要
围绕“语文本体”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
多层面，甚至是有创意地去理解、欣赏作品，产生对文本的
情感美、语言美、形象美、构思美、意境美、哲理美和情趣
美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创作欲，从而更加
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小学的语文是儿童的语文。语文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导
学生和控制学生，而是通过文本向学生提供一个更活跃、更
开阔的语文实践平台。在“还”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应该自
起至终、自觉自愿地成为学生实践的组织者、服务者和帮助
者。激发学生的阅读愿望和激情;洞察学生在语文实践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诱发学生作为一名读者的发展和创
见;带领学生经由语文课走向一片新的语文天地。要在语文课
体现“儿童味”，更重要的是凸现儿童的主体地位，把儿童
的精神融入语文课，让童声、童心、童趣在老师的唤醒、激
励和鼓舞中真实体现。在教学中儿童自有儿童的感动，儿童
自有儿童的诠释，儿童自有儿童的情怀，儿童自有儿童的梦
想。语文的主人是儿童，我们要尊重儿童的原始表达，要体
会语言的真意，要让儿童真情流露，语文课就要尊重儿童的
语文世界，上出儿童味来。

语文课的语文味，一般是说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理教材、
组织教学活动、选择教学手段、运用教学语言以及教师的仪
表风度等诸种因素，凝聚之后显示出来的审美风貌，审美风
貌表现为真(真实可信)、诚(诚挚深沉)、新(新颖独特)。这



种审美风貌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并为学生所品评体验，或
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吸引着学生。古人云：文如其人。今人说：
上课如作文。可见“课如其人”的说法也合乎逻辑，正如大
自然里没有两片完全相2众所周知，语文对我们的一生都非常
重要，甚至可以说，它会决定我们的一生。语文是表达思想
感情的工具，没有一定的语文基础，就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
思想感情。学习语文，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祖国。

那么，应该怎样学?

(一)打好基础不可忽视

作为小学生，首先当然是先认真学好课本上的知识。我们拿
到一篇文章，一定要先朗读，把它大声的读出来。这样，便
能够加强记忆力，如果只是默读，效果便大打折扣。在预习
课文的时候，要善于对课文提出问题，多往脑子里装几个问
号。上课时，要勤于做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老师在课堂上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筛选，把重点挑出来，
记在语文书上。每学完一篇课文，就要看看这些笔记，有些
精华更是要背下来，一点也不能马虎。

也许有些人觉得学古诗词是最简单的，也只有区区的几十个
字。然而，恰恰相反。古诗词虽然字数不多，但是其中蕴含
的故事、道理却是最多的。要学一首诗，就要了解它的作者、
作者创作的环境、诗中想表达的意思、全诗的中心等等。这
些，若是要了解，可也是要花费不少的精力与时间呢。就像
我们学了李清照的《如梦令》，就必须要了解作者李清照，
她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境，这是她早期作品，还是晚期作
品?当时她是开心还是难过?她在这首词中想表达什么?都需要
了解。

在考试时，肯定要努力把基础分拿到手。但又不是死记硬背。
现在像我们这个年龄，六年级了，考试时不可能只把课文上
的原文照搬，一定会有变化。我听妈妈回来和我谈起：她同



事的孩子因为学校刚和鼓楼区合并，非常不适应，感觉鼓楼
区的题目特别的“活”，不是课文上的生搬硬套，有些接受
不了。比如说吧，我们学了古今贤文，里面蕴含着很多道理。
考试也肯定会考到，但是，会怎么考，这是个疑点。试卷肯
定不会出那种直接填空的题，一定是给一个语境，要求学生
按照语境填空。由此看出，在复习时，不能光背，要了解课
文后面的内容，了解每一个生字词的意思，并且还要懂得把
课本的知识用到生活中。只有这样，才能够尽量地保证基础
的稳定。我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的记忆力的确不错，能够
很快很好地背下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注意要深入了解，
了解课文蕴含的道理，了解成语的深刻含义，因此，只能胡
吃海塞，考试时遇到死题目还行，一遇到“活3题”，便手忙
脚乱，也不知是说什么，反正都乱填一气。这便是没有认真
学好课本的“典范”了。

(二)自己要学会稳定基本面

光学好课本还不够，因为语文范围很广，不仅仅只是展现
在100多页的语文书中。到了六年级，生字已经非常少了，但
并不代表已经完全不需要去学“字”了。中国5000多年的历
史文化，中国汉字更是博大精深。总是有自己不认识的，没
看过的字，词。所以，可以在业余时间翻一翻字典、词典等
工具书。多认识些字词，并不是坏处。在书中遇到不认识的
字，应该马上查字典，不要觉得，查字典太烦，又没什么用。
实际上，每查一次字典，就增加一点知识。久而久之，这一
滴滴小水滴会汇成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知识面就非常广
阔了。

在与人交谈或是写文时都能从话语间感受到这样一个知识面
广阔的人，一定是一个高尚优雅的人，能够给别人第一眼就
留下好感。对以后考试、交友、面试的好处更是数不胜数。

(三)阅读与作文，想取得高分，可不简单



其实，想要打好基础并不难，只要有一份好的`态度和好学的
心。最难的还在后面——阅读与作文。这次考完试后老师报
失分多少时，我就发现，课内阅读还好，课外阅读我们班可
谓是错得一塌糊涂。全班21个人，20个人都失了分。但是有
很多题目的答案就直接可以在文中找到，这就说明了我们班
的同学都没有认真去做题。老师教过我们，看到一篇阅读，
要先读三遍，再做题。第一遍，是浏览;第二遍，就要标自然
号了;第三遍，要非常认真，结合题目去钻研了。千万不要害
怕多读几遍，想得高分，就要多读，才能通彻了解文章。做
阅读，最忌讳的就是不审题。这次的课外阅读，有一题是造
句，居然有四个同学写成了解词，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
审题，看着有两个词，就在冒号后面写了词意，这样的“不
假思索”还是别学的好。

关于作文呢，先是要审题，最好要把作文要求中的关键字圈
出来，以免写跑题。考场上的作文不能够像平常一样，慢慢
地构思。考场上就要快。这就要求阅读面的广泛。还在我很
小的时候，妈妈就帮我买了许多字词卡片。我到三岁时，都
已经认识不少字了，这为了我以后的阅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幼年时，我读的是带拼音的书，都是自己看、拼、读。并且
妈妈还要求我背诵许多古诗。后来就4开始接触没有拼音、且
比较深奥的书了。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书陪伴我的。
我读过杨红樱、萧红、笛福等许多大家的作品，我也会在他
们的作品中提取到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学习杨红樱笔下
的童真，学习玛·阿希·季诺夫人的想象，学习黄蓓佳的对
人物描写的细腻……我曾有一段时间，因为作业太多而没有
读课外书。那段时间明显感到了语文成绩下降。后来，也直
到现在，我每天不管作业有多少，都会抽空阅读。成绩才能
够保持稳定。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在平常生活中，或是在考试时写
作文。写完后都要把自己写的文章读出来，在平常就大声读，
在考试时，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可以轻声读。只有这样，
才能够发现作文当中的语病错误。默读什么的都比不上这个



好用。

以上是我个人学习语文的经历，现在将它介绍给大家，希望
能帮助更多的同学提高语文知识的学习能力，取得更好的语
文成绩。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篇四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
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
是学好的根本，学习语文也一样。

只要有了学习语文的兴趣，才会发觉其中的乐趣，发现了学
习的乐趣，才有助于我们去持之以恒地学习语文，没有持之
以恒的精神，根本学不好语文。

古人曰“积沙成塔，积腋成裘”，“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
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同样，要学好语文，建构成语文
知识的大厦，形成语文知识的汪洋大海，关键也在于平时
多“积累”。

“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
能使人头脑充实”，可见，读书对人们来说是多么重要。

就学习语文而言，广泛的阅读，更能开阔我们的视野，陶冶
我们的'情操，大大扩大我们的知识面，拓宽和活跃我们的思
路，而且，通过大量阅读，我们将学会分析和鉴赏，提高我
们的文化素养，还可开创我们写作的源头活水。

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就要求同学们在多读书的
基础上还要多动笔，养成记日记和摘抄读书笔记的习惯。把
平日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记录下来;在阅读过程中，把



书中优美词句和精彩片断等摘抄下来，建立起自己的语文知
识仓库，时间久了，语文能力就会在这种耳濡目染，潜移默
化中，逐渐提高，说起来就“出口成章”，写起来就“下笔
成文”。不会再出现“书到用时方恨少”、“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尴尬。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还望同
学们不仅要做“读书”的典范，而且要做“动笔”的楷模。

其次，学习语文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只有长
期的积累才能使语文学得更好。当我们空闲的时候，读一读，
好的书籍或文章不仅能丰富知识，还能陶冶你的性情。不过，
不能只是读，还要思考，在阅读的过程中将遇到的好的句子
抄下来，并不时地看看，让它们变为自己的东西。这样才会
有所长进，水平才会提高。

而且，阅读量大，知识就会十分丰富，一个人的素质也会提
高，眼界就会更广，况且，写作也需要素材，只有多看书，
多留心身边的事，将书中所讲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起来，写作
时才会思如泉涌，写出的文章才是好的文章。古语云：“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就是说只有多读书，才能写出
好文章。我们要学会阅读，要喜欢去阅读，当我们看一本书
或者一篇文章的时候，要去思考它的内涵，去思考它的写作
方法，去思考作者的思路，再把其中好的方面运用到自己的
写作中，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还有，要好问，要记住不懂
就要问，特别是读课外的古文言文，古诗、词时，其中有些
字、词、句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这就需要去查工具书，如
果工具书中查不到，或者查了之后仍然不太明白，就要及时
去问老师，及时地弄明白，这样才能学好古诗文，切记千万
不能不懂装懂。

语文就是一门艺术，它需要我们从读、说、写三方面去学习，
去品味，去发扬，读就是要去获取知识，去欣赏。而说与写
则是学习语文真正的目的。我们就更应该利用空闲的时间去
练习写作，多写才能提高，才能真正把文章写好，在与别人
的交谈中，学会运用自己从阅读中获取的知识，这样，我们



就能将语文与生活联系起来。

学好语文的重要性演讲稿篇五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如何学好语文》。

通过学习《新课标》我再一次更清晰的认识到小学语文，首
先姓“语”，其性质的核心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其次，
小学语文姓“小”，是儿童的语文教育，是儿童学习母语、
运用母语为主的教育。我们的语文课应上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体现“语文味”

所谓的语文味即是语文的文学藴味，包括语文、文学、形象、
构思、意境、哲学、情趣等藴味，也即是语文美。所以，语
文课就要应有浓厚的语文味。而语文教学的过程，就是引导
学生去体验、去发现、去感悟语言文字之美，作者情感之美、
文章意境之美。首先，语文教学必须从语言文字入手，引领
学生对语文作品反复涵咏体味。给学生创造充分阅读的时间，
让学生在琅琅书声中，用心灵去拥抱语言，和作者的心灵直
接对话，在思维和情感的强烈震撼中领会作者伟大的人格、
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操。教师引导学生反复朗读、大量阅
读、细细品读、深情诵读中反复涵咏体味，让学生领会语言
文字之美，从而领会作者的言外之意，意外之境。其次，要
围绕“语文本体”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
多层面，甚至是有创意地去理解、欣赏作品，产生对文本的
情感美、语言美、形象美、构思美、意境美、哲理美和情趣
美的认同与赞赏，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创作欲，从而更加
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

二、体现儿童味



小学的语文是儿童的语文。语文教师的任务，主要不是教导
学生和控制学生，而是通过文本向学生提供一个更活跃、更
开阔的语文实践平台。在“还”的过程中，语文教师应该自
起至终、自觉自愿地成为学生实践的组织者、服务者和帮助
者。激发学生的阅读愿望和激情;洞察学生在语文实践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诱发学生作为一名读者的发展和创
见;带领学生经由语文课走向一片新的语文天地。要在语文课
体现“儿童味”，更重要的是凸现儿童的主体地位，把儿童
的精神融入语文课，让童声、童心、 童趣在老师的唤醒、激
励和鼓舞中真实体现。在教学中儿童自有儿童的感动，儿童
自有儿童的诠释，儿童自有儿童的情怀，儿童自有儿童的梦
想。语文的主人是儿童，我们要尊重儿童的原始表达，要体
会语言的真意，要让儿童真情流露，语文课就要尊重儿童的
语文世界，上出儿童味来。

三、体现个人味

语文课的语文味，一般是说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理教材、
组织教学活动、选择教学手段、运用教学语言以及教师的仪
表风度等诸种因素，凝聚之后显示出来的审美风貌，审美风
貌表现为真(真实可信)、诚(诚挚深沉)、新(新颖独特)。这
种审美风貌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并为学生所品评体验，或
深或浅或长或短地吸引着学生。古人云：文如其人。今人说：
上课如作文。可见“课如其人”的说法也合乎逻辑，正如大
自然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两个个
性绝对相同的教师，因为即使他们的年龄、学历相同，但每
个人的性格、气质、感情、特长等总是千差万别的。那如何
使语文课富有个人味呢?第一、教学时做到“胸中有书，目中
有人”，也就是教材要如出自己之口，如出自己之心。在研
究教材时也要研究学生，熟悉学生。

第二、突现优势，形成个性化教学风格。每位教师都有自己
的长处和短处，扬长避短，即突出“人无我有”，在语文课
上显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在新课程改革的进程里，“有滋有



味”的语文课，应能让听者如沐春风，“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