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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96_87_E4_c39_263370.htm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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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状况如何；了

解他们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等等。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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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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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着演讲者对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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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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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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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演讲稿在语言运用上应注意以下五个问题： （一

）要口语化。“上口”、“入耳”这是对演讲语言的基本要

求，也就是说演讲的语言 要口语化。 演讲，说出来的是一连

串声音，听众听到的也是一连串声音。听众能否听懂，要看

演讲 者能否说得好，更要看演讲稿是否写得好。如果演讲稿

不“上口”，那么演讲的内容再好， 也不能使听众“入耳”

，完全听懂。如在一次公安部门的演讲会上，一个公安战士

讲到他在 执行公务中被歹徒打瞎了一只眼睛，歹徒弹冠相庆

说这下子他成了“独眼龙”，可是这位战 士伤愈之后又重返

第一线工作了。讲到这里，他拍了一下讲台，大声说：“我

‘独眼龙’又 回来了！”会场里的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

。 演讲稿的“口语”，不是日常的口头语言的复制，而是经

过加工提炼的口头语言，要逻 辑严密，语句通顺。由于演讲

稿的语言是作者写出来的，受书面语言的束缚较大，因此，

就 要冲破这种束缚，使演讲稿的语言口语化。为了做到这一

点，写作演讲稿时，应把长句改成 短句，把倒装句必成正装

句，把单音词换成双音词，把听不明白的文言词语、成语改

换或删 去。演讲稿写完后，要念一念，听一听，看看是不是

“上口”、“入耳”，如果不那么“上口”、 “入耳”，就

需要进一步修改。 （二）要通俗易懂。演讲要让听众听懂。

如果使用的语言讲出来谁也听不懂，那么这篇 演讲稿就失去

了听众，因而也就失去了演讲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为此，

演讲稿的语言要力 求做到通俗易懂。列宁说过：“应当善于

用简单明了、群众易懂的语言讲话，应当坚决抛弃 晦涩难懂



的术语和外来的字眼，抛弃记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

不懂的、还不熟悉的口 号、决定和结论”。（《社会民主党

和选举协议》）鲁迅也说过：“为了大众力求易懂”。（《

且介 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三）要生动感人。好的演

讲稿，语言一定要生动。如果只是思想内容好，而语言干巴 

巴，那就算不上是一篇好的演讲稿。广为流传的恩格斯、列

宁、斯大林的演讲，毛泽东的演 讲，鲁迅的演讲，闻一多的

演讲，都是既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又有生动感人的语言

。语 言大师老舍说得好：“我们的最好的思想，最深厚的感

情，只能被最美妙的语言表达出来。 若是表达不出，谁能知

道那思想与感情怎样好呢？”（《人物、语言及其他》）由

此可见，要 写好演讲稿，只有语言的明白、通俗还不够，还

要力求语言生动感人。 怎样使语言生动感人呢？一是用形象

化的语言，运用比喻、比拟、夸张等手法增强语言 的形象色

彩，把抽象化为具体，深奥讲得浅显，枯燥变成有趣。二是

运用幽默、风趣的语言， 增强演讲稿的表现力。这样，既能

深化主题，又能使演讲的气氛轻松和谐；既可调整演讲的 节

奏，又可使听众消除疲劳。三是发挥语言音乐性的特点，注

意声调的和谐和节奏的变化。 （四）要准确朴素。准确，是

指演讲稿使用的语言能够确切地表现讲述的对象事物 和道理

，揭示它们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要对表达的对象熟悉了 解，认识必须对头；其次，要做到

概念明确，判断恰当，用词贴切，句子组织结构合理。朴 素

，是指用普普通通的语言，明晰、通畅地表达演讲的思想内

容，而不刻意在形式上追求词 藻的华丽。如果过分地追求文

辞的华美，就会弄巧成拙，失去朴素美的感染力。 （五）要



控制篇幅。演讲稿不宜过长，要适当控制时间。德国著名的

演讲学家海茵兹雷 德曼在《演讲内容的要素》一文中指出：

“在一次演讲中不要期望得到太多。宁可只有一个 给人印象

深刻的思想，也不要五十个证人前听后忘的思想。宁可牢牢

地敲进一根钉子，也不 要松松地按上几十个一拨即出的图钉

。”所以，演讲稿不在乎长，而在乎精。 五，认真修改，精

益求精 从事任何文体的写作都要重视修改，认真修改，精心

修改，写作演讲稿自然不能例外。例如， 林肯在接到要他作

上述演讲之后，在指挥战争、通权国是的情况下，亲自起草

演讲稿，并把 演讲稿念给白宫的佣人听。直到演讲的前一天

晚上，他还在旅馆的小房间里再次推敲、修改 这篇演讲稿。

再如，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４日，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作

了《在马克思墓前 的讲话》的著名演讲。演讲草稿是这样开

头的：“就在十五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 聚集在这

座坟墓周围，当时，这里将是一位高贵的崇高的妇女最后安

息的地方。今天，我们 又要掘开这座坟墓，把她的丈夫的遗

体放在里边。”作者考虑后进行了修改，写成：“三月十 四

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了思想。让他一

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 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

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两 者比较，后者入题较快，演讲一开始就抒发了对逝者的

无限敬爱和万分惋惜的心情，使现场 的人们也沉浸在对马克

思的缅怀与崇敬之中。正是这种认真的态度和精心的修改，

才为他的 每次演讲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