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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教学教案(优秀 6篇)

演讲稿教学教案篇一

演讲稿作为演讲的底稿，与演讲的特性相吻合，具有鲜亮的感情颜

色和剧烈的鼓舞性、感染力，是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结合。演讲的

口语表达要声情并茂，书面表达就要文情并茂。演讲与现场、会议等

正式官方讲话不同，有较强的共性特征和感情颜色，可运用文学手法。

在申论考试中，演讲稿应向正式讲话的写法靠拢，要在流畅的口语中

符合政论的严谨性，在严厉 的政论中发挥口语和文学手法多彩的感

染力。

演讲稿的结构分开头、主体、结尾三个部分。由于演讲是具有时间

性和空间性的活动，因而，演讲稿范文与一般文章略有不同，尤其是

它的开头和结尾有特别的要求。

写好公文写作演讲稿技巧一、开头：抓住听众，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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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演讲稿，一开头就应当用最简洁的语言、最经

济的时间，把听众的留意力和兴奋点吸引过来，这样，才能达到特别

制胜的效果。

写好公文写作演讲稿技巧二、主体：环环相扣，层层深化

主体是演讲稿的主要部分。在行文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层次、节奏

和连接等几个问题。

( 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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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是演讲稿思想内容的表现次序，是依据演讲的时空特点对演讲

材料加以选取和组合而形成的。最简洁的方式是用数字序号来表达内

容的层次，如提出 3个问题，第 1、第 2、第 3，或有 3种方法等等。

此外，演讲稿中也可以使用过渡句，或用“首先”“其次”“然后”等

语词来区分层次，这也是使演讲思路清楚的有效方法。

( 二)节奏

节奏是指演讲内容在结构支配上表现出的张弛起伏，主要通过演讲

内容的变换来实现。节奏变化会使听众不至于疲惫，如在演讲稿范文

中，适当地插入幽默、诗文、轶事等，使演讲内容不单一，以便听众

的留意力能够长时间地保持高度集中。相反，假如节奏变换过于频繁，

也会造成听众留意力涣散。

( 三)连接

连接是指把演讲中的各个内容层次联结起来。演讲稿结构连接的方

法主要是运用两段内容、两个层次有联系的过渡段或过渡句，从而使

各个内容层次的变换更为奇妙和自然，使演讲稿富于整体感，有助于

演讲主题的深化人心。

写好公文写作演讲稿技巧三、结尾：简洁有力，余音绕梁

结尾是演讲内容的自然结束。言简意赅、余音绕梁的结尾能够震撼

听众，促使听众不断地思索和回味。演讲稿结尾没有固定的格式，可

以是对演讲全文要点进行简明扼要的小结，也可以是号召性、激励性

的口号，也可以是名人名言以及幽默的话。结尾的重要原则是：肯定

要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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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供应 1863 年 11月 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联邦军队阵亡将士公

墓落成奠礼上的演说稿。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南北战斗中最为残酷的

一战，这场战役交战双方共死了 51000 人，而当时美国只有几百万人

口。这段演说经过了林肯彻夜的预备，实际讲来只有三分钟，而掌声

却持续了 10分钟;讲稿的文字不超过 400余字，却字斟句酌，言简意

赅，尤其是其次段规律的严谨、语言组织的环环相扣，显示出了思想

的深刻性和高度的语言技巧。同时这也是一篇平实的谈论文，是平铺

直叙论点的典型。其中连续的排比句，“但是”，“既不能，也不能”

等转折、否定句的运用，在平实的风格下分散着潜在的激情;“自由”、

“牺牲”等严厉 、神圣的词语，增加了演说的鼓舞性和感染力，对

于起草演讲稿具有示范作用。

《林肯在葛底斯堡联邦军队阵亡将士公墓落成奠礼上的演说稿》

87 年前，我们的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她孕育

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来公平的信条。

现在我们正进行一场宏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任何一个

孕育于自由和奉行人人生来公平信条的国家是否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相聚在这场战斗的一个宏大战场上，我们来到这里把这战场的一

部分奉献给那些为国家生存而捐躯的人们，作为他们最终的安眠之所。

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适合的、恰当的。但是，从更高的意义上说，我们

是不能奉献，不能圣化，也不能神化这片土地的，由于那些曾经在这

里战斗过的人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已经圣化了这片土地，他们

所做的远非我们的微薄之力所能扬抑。这个世界不大会留意也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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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记得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说的话，但是，它永久不会遗忘勇士们在这

里所做的事。

毋宁说，我们活着的人，应当献身于留在我们面前的宏大任务：从

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吸取更多的献身精神，以完成他们精诚所至的事

业;我们在此下定最大的决心，以使这些死者不至于白白牺牲;让这个

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获得自由的新生;让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

府与世长存。

演讲稿教学教案篇二

引言

前些日子一些伴侣在留言簿上提到如何写企业规章制度的话题。

zhou在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的实践中上借鉴“立法的技术”，这

是有启发性的阅历，不知能否加以总结，写出来给大家一起共享一

下:-)但是，从更全面的立场上去看，假如把“规章制度”看作是企

业内部的“法”，这个思路却是局限的。下面是一个简洁的争论。

从规章制度到文件

“规章制度”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比较狭隘。我们从企业的“文件”

这个角度来考虑，企业内的文件包括程序性的，约束性的，技术性的

等不同类型，与“法律”相比，在企业的文件中，只有“规定性”的

那一部分比较类似，在制定方法上的可借鉴性也多一些，例如考勤制

度，着装规定等等，这部分，也是最适合称为“规章制度”的。数量

更多的企业内部文件，例如业务流程，工作方法指引，作业方法与标

准，各种技术文件，标准或规范等等，都不适合用“规章制度都”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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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来概括。

制定企业文件与立法

除去那少数的“规定”部分，企业的文件由特地部门制定，这本身

就有可能导致最多见的问题，就是“本子与实际脱节”。针对这个问

题，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尽可能由执行（包括管理与被约束或实施

者）自己或直接参加编制，而不象“法律”那样，要立法、执法分别。

基本上我把大部分的企业“文件”制定看作是管理者自身对应当什

么，怎样做的总结与回答，而不是由一群“只说不做”（请不要把这

个词简洁看做贬义）的人以立法的立场做出来的企业“内部法”。制

定企业内部文件的过程，就是探究总结企业如何管理，如何运做等的

过程，写下来，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特别的环节，而且，这是一个

滚动的`，无止境的过程。

远一点的话题

这里可以引发出一系列很深刻的话题，例如社会的“民主制度”与

企业制度的比较。又如，可以用“民主”的精神与方法来制定一个企

业的“安排制度”吗？（“公有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回答）。

关于这方面，有许多好玩的话题，但难免会沾染一些有“政治”颜色。

我宁愿争论更实际的问题。

实实在在的话题

写多少最合适？这是全部仔细“写”过企业内部文件，尤其是管理

文件的人都会遇到的，争辩最多的一个基本问题。写得过细，可能成

为繁文碌节，但过于简洁，又可能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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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而言，要在这个问题上把握适度的分寸，其中基本原则之一，

就是要看相关员工的素养，还是那句话：

对高素养的人群，少给规章，多讲原则；相反对低素养的人群，多

给规章，少讲原则。

好与不好

从局部，技术性地看，文件“好不好”的基本度量，主要看它被执

行的效果和程度。假如将执行后的效果，纳入到总的管理表现/绩效

的评价中去，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被执行的程度——与实际运

做符合的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可直接拿来度量文件好不好的硬指标。

以我的阅历和理解，这是一个特别实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也

是企业实践中，实际有效的方法。

关于这一套方法和思路，在 iso9000中体现得很充分。

怎样写好

企业的文件编制，的确是有技术和技巧性的，也值得去总结，我至

今也没有看到过比较系统深化的总结。但问题的真正关键总是集中在

“做什么，怎样做”这样一些基本和永恒的“管理”课题上，全部的

企业管理的著作可以说都在不同的角度探讨着这个问题，企业的管理

者也不断在实践中探究和回答这个问题，企业的业绩是真正的，最终

的评估标准，文件编纂的技术永久回答不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演讲稿教学教案篇三

第一不要“学舌”

这本小书的题目是《怎样练习写作》。所谓“写作”，范围应当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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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叙事、抒情、谈论，乃至日常应用文件，都是可以包括进去的；

不过通常人们提到“写作”两字，那范围就不是这么广泛了，通常这

是指文艺作品的写作。

我们当然不主见每个小伴侣将来都从事于文艺工作，但是我们也觉

得没有理由去禁止他们在学习写作的时候也试写些文艺性质的东西，

从前有过这样的方法：读了几年书，要开头学习作文了，第一步便是

“对对子”。这玩意儿，可以说是文艺性的。但学“对对子”的目的，

却不是预备将来做文学家。现在这一个方法也不通行了。以前又有过

另一个惯例，读书的小伴侣到了能够写这么百来个字一篇的时候，先

生出的作文题目便往往是《秦始皇汉武帝合论》、《性善性恶论》、《说

忠》、《说孝》、《论富强张兵之道》……诸如此类的一套；这一类的大

题目，放在学校生手上，竟然也能用些陈腔滥调七拼八凑，完卷了事。

这样的“大题目”，或许现在也不大时行了，可是，类似的情形，却

还存在，不过面目不同，现在我们的小伴侣也会把一些标语口号拼凑

起来，应付另一些大题目，例如《祝湘西大捷》、《论日寇必败》、《新

生活运动十周纪念感想》之类。像这样的方法不是练习写作，而是练

习“学舌”，练习“拼凑文字的七巧板”，练习“套用公式和教条”。

这不是教育万物之灵的人类的幼小者的方式，这是调弄鹦鹉的方式。

即使教者主观上并不盼望得到这样的结果，但到头来这样的结果还是

无可避开，为什么呢？由于小伴侣们拿到了这些大题目除了“学舌”

以外，实在很少方法。

当然，每个小伴侣都应当知道我们在湘西打了怎样一个胜仗，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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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知道为什么日寇必败，都应当知道新生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但是，

应当有这些学问，是一件事，而用这些学问作为题目叫他们作文，却

是又一件事，测验他们有没有这些学问，并不肯定是作文范围以内的

事，并不肯定要用作文这一个方式，由于作文的目的是练习写作，并

不是默写他所已知的学问。而要练习写作，要增进写作的技巧，则最

好是让他去抒写一些以生活阅历得来的东西，不是要他记写耳朵听来

的话。假如作文的题目限制着他们，使得他们只能把听来的话“学舌”

一番，那就失却了“练习写作”的意义了。一个天分高的小伴侣拿到

了《新生活运动十周纪念感想》的题目，或许会想起他的父亲或哥哥

如何在参与了纪念大会以后回家来就打了一夜牌，―这是从他生活阅

历来的真实的感想，但是他肯定不敢把这样的感想写出来，由于他觉

得先生说的，报上登的，全要好看得多，冠冕得多，他假如这样写，

就不合格，于是结果他只有抛弃了自身的真实的感想，而把听来的话

“学舌”一番了。

在“学舌”的时候，思想不会焕发，心情也不会热闹，甚至字句也

不用自造，换言之，从头究竟，只是默写，不是练习写作。然而假使

先生发下来的题目不那样大，而是《我的妈妈》、《我的姊姊》、《我怎

样过暑假》、《我最喜爱的事》……那么，我们的小伴侣即使想贪懒学

舌也有所不能了，他得动动脑筋，从他的生活阅历中选择材料，他的

感情也浓郁起来了，并且也不得不专心血来选字造句了。这时候，他

是真正在练习写作了。

《我的妈妈》一类的题目，可说是带点文艺性的；特殊是小伴侣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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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一类题目总把它们写成一篇文艺性的东西，这是无可奈何的，

由于小伴侣们的观看力分析力总比成年人薄弱，小伴侣们爱写的，总

不外是一些给他印象最深，感动他的情感最强，而且适合他的进展中

的想象力的物事；换言之，小伴侣写作的爱好是偏在于文艺性的题材，

亦即是文艺性的题材比较地更能发挥他们的写作力量，增进他们的写

作技巧。

但是，文艺性的题目也未可一概而论，有一些文艺性的题目也会诱

起了小伴侣们“学舌”的倾向，例如《漂亮的春天》或者《宏大的长

江》这一类的题目，便能使得大多数的小伴侣又拿出应付《论日寇必

败》一类题目的方法来了。春天，当然是他们阅历中的东西，长江，

或许他们也有若千印象，然而春天的漂亮应当从哪一些地方去写，长

江的宏大又应当从哪一些地方去写，这在一般小伴侣便感到困惑，难

以下手了；于是便利的诀门又从今生出，他们把平常在书上看来的一

些陈腔滥调，什么黄莺儿在唱歌，蝴蝶在飞翔，太阳烘暖了你的

心，……诸如此类的字句，都搬过来，又玩起文字的七巧板来了。这

也是一种的“学舌”，这还不能算是仿照，由于仿照虽然是照了人家

的样式去做，至少你是做了。

总结起来说，练习写作的首要的原则是，不要“学舌”，要说自己

的话；要从生活阅历中拣取对自己印象最深，激励感情最热闹而真挚

的事物，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字句表达出来。把握住了这首要的原则，

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谈怎样练习的详细看法。

这一章算是这本小书的引子。这是对小伴侣们说的，但同时也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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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伴侣们的先生们，―特殊是对于现在还有的好出“大题目”的风气，

提出了我的看法。

其次“美”的几个条件

怎样才算是写得好呢？练习着写作的小伴侣大都会这样发问。或者，

把问题归结到文艺性作品，而提出了怎样才能使一篇东西奇妙。

这样的问题，原来不是几句话可以回答得了的，但在这里，又不能

不试作一简洁的解答：凡是文章（不肯定是文艺性的，而文艺性的也

包括在内），总有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属于思想心情者，谓之内容；

属于字句篇章的构造支配者，谓之形式。打个比方，形式好像一个人

的外相，内容则好像一个人的学问和品行。一个人外貌生得美丽而胸

无点墨，俗语称之为“绣花枕头”，但即使外貌美丽又加颇有学问，

而品行卑劣，亦不为人们重视。文章也是如此，内容形式都好的才是

好文章。非文艺性的文章，例如历史的、哲理的、政治的，除了内容

好而外，也需要有好的形式：大历史家、大哲人和大政论家的文章都

是在形式上也很完善的，这并不是他们写作的时候也曾特殊留意形式

的完善，而是由于他们的思想既极超群，学问又极渊博，感情又极真

挚而热闹，结果他们的文字自然也就不同平凡了，只有属于应用科学

的文章才不必讲究形式的美不美。

至于写作文艺性的东西，便须有意地来讲究形式上的完善了；但这

不是说，有了形式上的完善便什么都好了。一个品行卑劣，未尝学问

的人，即使舍命讲究外表的威仪，即使如何擅长伪饰，最终不能哄骗

有识者的眼睛，徒有形式的完善而内容贫乏或竟糟糕的文章，便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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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人。

美也有种种不同的型：柔媚，幽雅，是美；但雄壮，豪放，也是美；

匀整是美，而错综也能够是美；闲适和飘逸可以是美，但紧急热闹也

可以是美；绚烂开心和阴沉悲壮，同样能成其为美。这种种的美，都

不能和思想心情脱离关系，这样看来，内容贫乏或竟糟糕的东西，就

是形式上的美也不能真正具有的，通常所谓“内容不行”，但“形式

尚美”的东西，其实形式亦何尝能真美，臂如丑女子涂脂抹粉，只能

哄骗近视眼，或者借灯光为掩护而已。

美既不能单从形式上求索，所以也就不能说那些字眼是美的，而另

外一些字眼则不美，不能说怎样的句子的构造或篇章的布置才能够美，

而别的就不成其为美。我们只能说：有几个条件是必要的，具备了这

几个条件，文章就美了，否则就不美，或者不够美。

这几个条件是怎样的呢？

第一是明白通畅。把你的意思表达得清清晰楚，不折不扣，不会引

起人的误会，这就是“明白”。把你的意思用浅显而平易的方式表达

出来，特殊是用大众所爱好、所习惯的方式表达出来，不有意卖弄才

情，不弄玄虚，不搔首弄姿，这就是“通畅”。要明白，就不行以从

书上去找现成的字句来配你的意思，而必需自己想出那切合你的意思

的字句。要“通畅”，就不行以一味主观，坚信自己的表现方式，而

应当留心观看学习大众的表现方式。

其次是感情要真挚热闹。怎样才算得是真挚热闹呢？成语有所谓

“骨鲤在喉，不吐不快”，就是这句话的注脚。千万不要作干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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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就等于“无病呻吟”，要不得。

第三，心地要坦白，思想要纯净。

第四，不为写作而写作。这就是说，一不为分数，二不为出风头，

三不为自己消遣，四不为供别人消遣，五不作任何的“敲门砖”。为

什么要写？由于有所思，有所感，有所见，由于我这所思、所感、所

见，不仅是我个人的东西，而是和我以外的大多数人有关联的。

以上四个条件都具备了，你的文章就会叫人读了怪窼心，仿佛句句

是代他说的，就能感动了读者的心情，和你一同笑。

一同哭、一同生气、一同激扬，最终，跟你一同走。凡是能够感动

人们的心情到这样地步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有力”，但“力”实在

是表现在外面的现象，“力”之所从生的东西，即是“美”。“美”的

感召力和感动力，是宏大到不行思议的，“美”应当这样的去解释，

文章之美不美，也应当这样的去衡量。

第三材料和描写

上面两章的内容都是谈论居多，为什么我们要发这些谈论？这本小

书不是要讲怎样“练习”写作么？要回答这疑问，我们只好再发几句

谈论。

首先我们不要遗忘，这里所谓“写作”，是指文艺性的东西，既不

是历史和政论，也不是什么学术论文，尤其不是任何应用文件，假如

我们是在这里讲究如何练习作“报告”，写应酬的“八行信”，草拟什

么上行下行的“公文”，或者推盘受盘的“广告”，买田置产的“契约”，

那自然完全不同了，那就根本用不到一点谈论，一开头我们就搬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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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练习就行了。然而我们这里妥讲的，是怎样练习写作文艺性的

东西，因此就不能不先来一点谈论（理论）。这一点谈论，虽则看起

来似乎和实际的练习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写作时缺少了它就像行在大

海里的船缺少了指南针。

不过光有指南针也不能行船，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在实际练习这方面

提出几点看法来。

初学者多半是性急的，他了限不能一口就吞下了他那学习对象的全

部技巧，他盼望有这么一套整整齐齐的规程让他记住了就万事大吉，

对于文艺性的东西，抱着这样盼望的也就许多。举个例：在怎样写什

么什么的题目之下，总有不少热心而性急的人盼望揭开书来就观察很

多规程一条一条排在那里，像数学的公式似的，可是，文艺性的东西

实在不能根据什么规程去写作，即使曾经有人给它们订下了若干规程，

唯恐也不能像木匠那样根据着图样就能造出家具来，何况这样的规程

实际上是不能有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讲的，不是什么规程，更不是什么秘诀，只是

几个步骤，几条原则。

先从原则方面来谈谈罢。

材料是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经常听得说：“还没找到材料”，或者

“材料已经写完了”，这话其实只是任凭说说，实际上，这不是有或

没有的问题，而是“成熟”或“未成熟”的问题。写作的题材是一点

一滴在平常累积起来的，并不是一下找就可以得到而且又很合适，而

一个人的脑子也肯定不同于一间仓库，仓库有时会挤满，再也容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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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尺大小的东西，有时会搬空，若说人的脑子也会挤满也会搬空，

那是不行思议的。一个人只要神经正常，他的`脑子随时在接受外来

的东西，就是随时在进材料，所以不是有或没有的问题，而是“成熟”

或“未成熟”的问题，当你觉得还不够时，其实是未成熟罢了。那么，

成熟的征候是怎样的呢？征候是文思汹涌，兴奋即于不能自持，闭目

默想的刹那间全篇就寂然突现于脑海，似乎已经写成而且记熟了似的。

假如你落笔时文思滞涩，觉得左不是右不是，那就是没有成熟，这

时最好干脆搁笔。这一搁即使是永久告辞了你这一篇未完了的东西，

也不行惜，在这里，或许有人问道：既然尚未成熟，过些时等它成熟

起来，行不行呢？当然行的，但是也不要误会，等候材料成熟是一个

简洁的时间问题。这需要更多的生活阅历的积累，而且需要各方面的

生活阅历，不单是你那未成熟的一方面的东西。或者，又有人问道：

既然未曾成熟，想来是其中缺少了什么，就按这所缺的去找去，行不

行呢？我以为是不行的。千万不要误会，一篇文艺性作品的材料只是

物质性的人、物（包括自然）、事。材料感到缺少了什么的时候并不

是多添一二人物，多写一二自然风景，或多加些故事情节的问题。假

如间题只这么一点，那是简单解决的。一篇文艺作品的材料，也还（而

且主要的）包有思想问题：你对所写的材料的立场，你对于其中全部

的问题的看法，你对于这些材料的了解的程度等等……所以，材料之

成熟过程不是（比方说）物理学的而是化学的，不是单纯的量的增加，

而是由量的增加达到质的变化的。

不过这一番话在小伴侣看来或许太深了点，那么，请你们先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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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材料是平常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积的时候不知不觉；假如没

有积蓄，临时去找，那就不会有好的成果。初学者又一担忧的问题便

是描写的方法。经常听得说：我只能直直落落叙述，却不知道如何描

写，请告知我，如何描写？曾有人投合这种要求，编出了所谓《文学

描写辞典》。也竟然有人盼望这样的“辞典”会教给他如何描写。其

实是此路不通。说狡猾话，描写并无方法。而且不行能有方法。所谓

“描写”，用文艺的术语来说，只是一个“形象化”的问题。何谓“形

象化”？浅言之，这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事都能直接呈现于读者眼

前，而不依靠着抽象的说明。《水浒》写李遴的性格和鲁智深的性格

是同中有异而异中又有同，两个人都是鲁莽的，而又各有不同洲水浒》

从这两人的言语举止、应付问题等等方面来写，结果是两个各有共性

的活人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我们通常称这为“描写得好”，其实这是

在形象化方面有方法。为什么他有方法？是不是由于他懂得如何如何

的方法？不是的。他之所以有方法，无非由于他观看得太深刻太周到，

落笔以前他先有这么两个人物活在他心中了。假如不求自己所写的人

物先活在自己心中，而痴心妄想去追求什么描写的方法，那肯定是徒

劳。所以千万不要担忧你懂不懂描写方法，不要担忧你会不会描写；

应当担忧的，是你心中先有了活生生的人、物、事没有？假如有了，

则描写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技术间题。正像上文说过的一句话：“从人

物的言语举止、应付问题等等方面来写”，再简洁也没有，别无奥妙。

有两种错误的见解经常引人走入迷途。第一种是以为“描写”有赖

于词藻。以为形容词用得愈多，便是描写得愈精彩，往往用了一大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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