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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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公共卫生学院的。能成为一名优秀学生代表，在今
天表彰大会上和大家分享感言，我内心充满激动与自豪。

感谢母校医学院厚重的文化底蕴、严谨的治学风格在四年间
对我在德育上的不断培养、在专业技艺上的细心传授。

大家都知道，大学既是一所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殿堂，也是一
片提升自我、塑造自我的芳草地，更是我们拓展思维、培养
情操的新天地。

在大学四年里，在我的身上及周围有很多关于奋斗，关于成
长，关于为梦想而拼搏的故事。

这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对我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精彩和重要的，
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成长的'舞台，她提供给我的不仅仅是乐
土，更是充满丰富社会资源的小世界；在这里我开始去寻找
我的人生方向，在跌爬滚打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在
这里我不断创建并修正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越来
越清晰。



四年前我来到，站在人生的转角里，我感到的是踌躇和迷茫，
在踌躇和迷茫中，我开始试探着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且给自己
定下目标：尽快的适应大学生活，完成从一个高中生到大学
生的转变；培养以自学为主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好好利用大
学里的一切资源，不要让时间虚度。顺着自己规划的路子，
我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在校园里，清晨晨读的身
影，课上专注的眼神，书报室里的广泛涉猎，图书馆中的如
饥似渴，自习室里的潜心苦读，实验室里的严谨认真，给了
我对于知识的渴求和机遇，给了我为达成梦想而不懈追求的
动力。同时，在校园科技文化生活中，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均
衡发展、开阔视野的广阔平台。特别是学校为我们本科生搭
建的科研创新平台，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有了学校给我们提
供的优越环境，加之个人的努力奋斗，我们不断成长、不断
收获。在大学四年里，我曾先后担任过xx人科研兴趣协会会
长、公共卫生学院分团委副书记、校大学生通讯社社长、
《公卫学院报》主编、校第四届大学生暑期科研兴趣小组组
长等职；曾荣获全国三好学生、国家奖学金等国家级奖励5项，
省三好学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一等奖等省市级奖励11项，
连续四次校一等奖学金等校级奖励20余项；第一作者撰写论
文10篇，其中5篇已发表。

在四年大学生活，使我对大学、大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求
学真的不是求分数，而是求人品，求思考，求能力，求上进。
在成长的道路上，有太多的师长给了我帮助，他们那种对学
生的爱，足以让我们铭记终生。

当大x已经到来，我的大学生涯也渐渐的接近尾声了。

前些日子，通过个人申请，我有幸获得xx大学的推荐免试生
复试资格，这是首次向普通高校的学生伸出橄榄枝，虽然其
他面试同学都是来自等高级医学院校的学生，但是我是参加
面试的同学中唯一一个发表过论文的，并且获得的各种国家
级、省级奖励最多的。给了我一个成长的舞台，我想在以后
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的努力，争取做到不论在一个怎样的平



台上都要为xx人争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成就已经成为过去，
未来正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
打拼，共创我们自己、共创美好未来！最后，恭祝各位领导、
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祝愿每一位同学学习
进步，前程似锦！谢谢！

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篇二

2013年的考研刚结束，大学的时候我做为一名德语专业的`学
生，也曾经努力尝试过考研，时隔两年，现在留学公司欧洲
部做了一名德语文案，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也会有另一番
感悟。

研究生考试对于一名考生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战斗，从备战
到上战场短则4到6个月，长则一到两年，大部分考生都拿出
高考备战的毅力和决心，但由于国内高校研究生招生方面的
政策不足，以及政治，英语的复习对整个专业复习时间的影
响，导致在经历苦心备战，报考，现场确认，专业复习，上
考场，等分数，等分数线，复试之后，落榜的考生比考上的
要多。

任职德语文案以来，也接手了一部分在考研与留德权衡的在
校大学生，我作为一个考研失败者例子，我个人还是建议如
果对考研没有太大把握的，家里有条件留德的学生可以大胆
把留德作为第一选择。

因为考研过程中对专业的复习其实是蛮重要的，大家都想要
尽量在专业上少失分，毕竟如果初试成功，在复试中考官也
会参考考生的专业初试分数来考虑是淘汰还是录用该考生。
而其实专业复习在考研备战过程当中时间的分配很受英语和
政治的影响。如果考上了，当然皆大欢喜。但我们现在谈论
的是出国和考研都做打算的一部分考生，一般准备毕业后



赶10月份德国入学的硕士的考生在11月到6月份会进行aps审
核，如果刚好早11到2月份之间遇到aps审核，那么专业复习
就很受政治和英语的影响，非德语专业的学生的专业复习和
考研当中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再者这两方面同时准备压力
确实不小。

再说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的如果恰好在3月出了初试结果和国
家分数线以后进行aps考试的话，考研失败的结果对一个准备
了大半年的考生来说心情的影响蛮大的，身边的同学找工作
的也大部分的尘埃落定，上了国家线的同学准备复试，自己
一边沉浸在考研失败的心情中，一边还要准备aps审核，其实
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作为一名考研失败者和德语文案，我更建议那些还
在斟酌是该留德还是考研的学子把留德放在考研之前的选择。

最后，我还是深深地祝福现在还在考验第一战场的考研朋友
们新年快乐，都能够如愿在2013年硕士入学考试当中旗开得
胜，马到成功！

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

当大多数人为进名校的事烦恼不已，为跳起来也摸不到清华
北大的门槛心有不甘时，湖北的两位考生已经是第二次考进
北大清华了。因为对所学的专业不满，清华精密仪器和技术
专业的邹英杰和北大医学部的王琛琪先后退学复读，今年高
考又以高分双双考上了北大。

这种读了退，退了再考，想走就走想进就能进，尽显学霸本
色，但对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不小的浪费。每所大学的招生计
划都是经过严格测算的，你退学了，又不可能再招两个补充
一下，你今年退学了也不可能明年再多招两个。浪费了往年



的指标，又挤占了当年的指标。这个口子开大了，高校教育
不得乱了套了，社会不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社会上又存在这样的需要。中国考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
在进大学之前只知道考分，填报志愿时听到的都是关于钱途
和前途的建议，真正由兴趣决定未来的少之又少。往往进了
大学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往往等荒废久了才想明白
自己到底要干些什么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少部分幸运的人
兴趣与专业完美结合，有些人则一辈子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兴
趣爱好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上两位的从容和淡定，
有些人选择了放纵自己，有些人则沉沦了，有些人明明不喜
欢却不得不一直做下去。

这都需要大学的再调整机制解决。其实现在的大学基本上都
已经建立了转专业制度，这种进步已经给了学生巨大的选择
空间。新闻中的两位主人公情况特殊一些，一个想进的是号
称北大最难进的光华学院，一个则是从分代码招生的医学部
转到本部，这样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
不意味着除回炉复读就无路可走，比如可以选双学位，还有
考研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中国教育无法满足，还有国外的教
育可以选择。

用复读来纠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考得上是功成名就，考
不上呢，你又该怎么面对人生?接着考，搞得跟范进中举一
样?考上就能一帆风顺了?只怕也没那么简单。学好一门专业，
兴趣是老师，但坚持和勤奋更重要，真理求索的过程乏味而
单调，并没有那么多浪漫色彩。何况，很多时候所谓的兴趣
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很多时候则是功利的表现。

有个道理恐怕也得想明白了。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数学大师写的解题算式就如同一个钢
琴大师在弹一首优美的曲子，要想学好经济管理没有数学基
础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殊途同归而已，
艺术中有美，自然科学中有美，手术刀中都躲藏着美，道在



迩却求诸远，也有舍本逐末之嫌。

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篇四

求学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来年,曾经失意无助过、也曾犹豫彷
徨过幸运的是自己还在坚持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
大学求学之路演讲稿，希望能帮到你。

亲爱的同学们：

当大多数人为进名校的事烦恼不已，为跳起来也摸不到清华
北大的门槛心有不甘时，湖北的两位考生已经是第二次考进
北大清华了。因为对所学的专业不满，清华精密仪器和技术
专业的邹英杰和北大医学部的王琛琪先后退学复读，今年高
考又以高分双双考上了北大。

这种读了退，退了再考，想走就走想进就能进，尽显学霸本
色，但对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不小的浪费。每所大学的招生计
划都是经过严格测算的，你退学了，又不可能再招两个补充
一下，你今年退学了也不可能明年再多招两个。浪费了往年
的指标，又挤占了当年的指标。这个口子开大了，高校教育
不得乱了套了，社会不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社会上又存在这样的需要。中国考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
在进大学之前只知道考分，填报志愿时听到的都是关于钱途
和前途的建议，真正由兴趣决定未来的少之又少。往往进了
大学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往往等荒废久了才想明白
自己到底要干些什么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少部分幸运的人
兴趣与专业完美结合，有些人则一辈子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兴
趣爱好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上两位的从容和淡定，
有些人选择了放纵自己，有些人则沉沦了，有些人明明不喜
欢却不得不一直做下去。



这都需要大学的再调整机制解决。其实现在的大学基本上都
已经建立了转专业制度，这种进步已经给了学生巨大的选择
空间。新闻中的两位主人公情况特殊一些，一个想进的是号
称北大最难进的光华学院，一个则是从分代码招生的医学部
转到本部，这样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
不意味着除回炉复读就无路可走，比如可以选双学位，还有
考研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中国教育无法满足，还有国外的教
育可以选择。

用复读来纠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考得上是功成名就，考
不上呢，你又该怎么面对人生?接着考，搞得跟范进中举一
样?考上就能一帆风顺了?只怕也没那么简单。学好一门专业，
兴趣是老师，但坚持和勤奋更重要，真理求索的过程乏味而
单调，并没有那么多浪漫色彩。何况，很多时候所谓的兴趣
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很多时候则是功利的表现。

有个道理恐怕也得想明白了。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数学大师写的解题算式就如同一个钢
琴大师在弹一首优美的曲子，要想学好经济管理没有数学基
础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殊途同归而已，
艺术中有美，自然科学中有美，手术刀中都躲藏着美，道在
迩却求诸远，也有舍本逐末之嫌。

亲爱的同学们：

20xx年的考研刚结束，大学的时候我做为一名德语专业的学
生，也曾经努力尝试过考研，时隔两年，现在留学公司欧洲
部做了一名德语文案，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也会有另一番
感悟。

研究生考试对于一名考生来说，可以说是一场战斗，从备战
到上战场短则4到6个月，长则一到两年，大部分考生都拿出
高考备战的毅力和决心，但由于国内高校研究生招生方面的
政策不足，以及政治，英语的复习对整个专业复习时间的影



响，导致在经历苦心备战，报考，现场确认，专业复习，上
考场，等分数，等分数线，复试之后，落榜的考生比考上的
要多。

任职德语文案以来，也接手了一部分在考研与留德权衡的在
校大学生，我作为一个考研失败者例子，我个人还是建议如
果对考研没有太大把握的，家里有条件留德的学生可以大胆
把留德作为第一选择。

因为考研过程中对专业的复习其实是蛮重要的，大家都想要
尽量在专业上少失分，毕竟如果初试成功，在复试中考官也
会参考考生的专业初试分数来考虑是淘汰还是录用该考生。
而其实专业复习在考研备战过程当中时间的分配很受英语和
政治的影响。如果考上了，当然皆大欢喜。但我们现在谈论
的是出国和考研都做打算的一部分考生，一般准备毕业后
赶10月份德国入学的硕士的考生在11月到6月份会进行aps审
核，如果刚好早11到2月份之间遇到aps审核，那么专业复习
就很受政治和英语的影响，非德语专业的学生的专业复习和
考研当中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再者这两方面同时准备压力
确实不小。

再说如果没有考上研究生的如果恰好在3月出了初试结果和国
家分数线以后进行aps考试的话，考研失败的结果对一个准备
了大半年的考生来说心情的影响蛮大的，身边的同学找工作
的也大部分的尘埃落定，上了国家线的同学准备复试，自己
一边沉浸在考研失败的心情中，一边还要准备aps审核，其实
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我作为一名考研失败者和德语文案，我更建议那些还
在斟酌是该留德还是考研的学子把留德放在考研之前的选择。

最后，我还是深深地祝福现在还在考验第一战场的考研朋友
们新年快乐，都能够如愿在20xx年硕士入学考试当中旗开得
胜，马到成功!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公共卫生学院的。能成为一名优秀学生代表，
在今天表彰大会上和大家分享感言，我内心充满激动与自豪。

感谢母校医学院厚重的文化底蕴、 严谨的治学风格在四年间
对我在德育上的不断培养、在专业技艺上的细心传授。

大家都知道，大学既是一所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殿堂，也是一
片提升自我、塑造自我的芳草地，更是我们拓展思维、培养
情操的新天地。

在大学四年里,在我的身上及周围有很多关于奋斗，关于成长，
关于为梦想而拼搏的故事。

这几年在大学的生活对我的人生来说是非常精 彩和重要的，
在这里我得到了一个成长的舞台, 她提供给我的不仅仅是乐
土，更是充满丰富社会资源的小世界;在这里我开始去寻找我
的人生方向，在跌爬滚打中寻找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在这里
我不断创 建并修正着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且越来越清
晰。

四年前我来到， 站在人生的转角里，我感到的是踌躇和迷茫，
在踌躇和迷茫中，我开始试探着适应周围的环境并且给自己
定下目 标：尽快的适应大学生活，完成从一个高中生到大学
生的转变;培养 以自学为主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好好利用大学
里的一切资源，不要让 时间虚度。顺着自己规划的路子，我
开始了忙碌而充实的大学生活， 在校园里， 清晨晨读的身
影， 课上专注的眼神， 书报室里的广泛涉猎， 图书馆中的
如饥似渴，自习室里的潜心苦读，实验室里的严谨认真， 给
了我对于知识的渴求和机遇， 给了我为达成梦想而不懈追求
的 动力。同时，在校园科技文化生活中，学校为我们提供了
均衡发展、 开阔视野的广阔平台。特别是学校为我们本科生
搭建的科研创新平 台，更是让我受益匪浅。有了学校给我们



提供的优越环境，加之个人 的努力奋斗，我们不断成长、不
断收获。在大学四年里，我曾先后担 任过**人科研兴趣协会
会长、公共卫生学院分团委副书记、校大学生通讯社社长、
《公卫学院报》主编、校第四届大学生暑期科研兴趣小组组
长等职; 曾荣获全国三好学生、 国家奖学金等国家级奖励 5
项，省三好学生、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一等奖等省市级奖励
11 项，连续 四次校一等奖学金等校级奖励 20 余项;第一作
者撰写论文 10 篇，其 中 5 篇已发表。

在四年大学生活，使我对大学、大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刻， 求
学真的不是求分数，而是求人品，求思考，求能力，求上进。
在成 长的道路上，有太多的师长给了我帮助，他们那种对学
生的爱，足以让我们铭记终生。

当大*已经到来，我的大学生涯也渐渐的接近尾声了。

前些日子，通过个人申请，我有幸获得**大学的推荐免试生
复试资格，这是首次向普通高校的学生伸出橄榄枝， 虽然其
他面试同学都是来自等高级医学院校的学生，但是我是参加
面试的 同学中唯一一个发表过论文的，并且获得的各种国家
级、省级奖励最 多的。给了我一个成长的舞台，我想在以后
的日子里我还会继续 的努力，争取做到不论在一个怎样的平
台上都要为**人争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成就已经成为过去，
未 来正在向我们招手，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一起奋斗、一起
打拼，共创 我们自己、共创美好未来! 最后 ，恭祝各位领
导 、老师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万事如意，祝愿每一位同
学学习进步，前程似锦! 谢谢!

教学之路的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当大多数人为进名校的事烦恼不已，为跳起来也摸不到清华
北大的门槛心有不甘时，湖北的两位考生已经是第二次考进
北大清华了。因为对所学的专业不满，清华精密仪器和技术
专业的邹英杰和北大医学部的王琛琪先后退学复读，今年高
考又以高分双双考上了北大。

这种读了退，退了再考，想走就走想进就能进，尽显学霸本
色，但对社会资源也造成了不小的浪费。每所大学的招生计
划都是经过严格测算的.，你退学了，又不可能再招两个补充
一下，你今年退学了也不可能明年再多招两个。浪费了往年
的指标，又挤占了当年的指标。这个口子开大了，高校教育
不得乱了套了，社会不应该鼓励这样的行为。

但是社会上又存在这样的需要。中国考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
在进大学之前只知道考分，填报志愿时听到的都是关于钱途
和前途的建议，真正由兴趣决定未来的少之又少。往往进了
大学才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往往等荒废久了才想明白
自己到底要干些什么事。在这样的过程中，少部分幸运的人
兴趣与专业完美结合，有些人则一辈子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兴
趣爱好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上两位的从容和淡定，
有些人选择了放纵自己，有些人则沉沦了，有些人明明不喜
欢却不得不一直做下去。

这都需要大学的再调整机制解决。其实现在的大学基本上都
已经建立了转专业制度，这种进步已经给了学生巨大的选择
空间。新闻中的两位主人公情况特殊一些，一个想进的是号
称北大最难进的光华学院，一个则是从分代码招生的医学部
转到本部，这样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
不意味着除回炉复读就无路可走，比如可以选双学位，还有
考研可以重新选择一次，中国教育无法满足，还有国外的教
育可以选择。



用复读来纠错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考得上是功成名就，考
不上呢，你又该怎么面对人生？接着考，搞得跟范进中举一
样？考上就能一帆风顺了？只怕也没那么简单。学好一门专
业，兴趣是老师，但坚持和勤奋更重要，真理求索的过程乏
味而单调，并没有那么多浪漫色彩。何况，很多时候所谓的
兴趣只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借口，很多时候则是功利的表现。

有个道理恐怕也得想明白了。不管是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
道理都是相通的，一个数学大师写的解题算式就如同一个钢
琴大师在弹一首优美的曲子，要想学好经济管理没有数学基
础也是不可想象的，美就存在于万事万物中，殊途同归而已，
艺术中有美，自然科学中有美，手术刀中都躲藏着美，道在
迩却求诸远，也有舍本逐末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