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说唱的演讲稿(优秀9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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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一

天高水阔，万众一心书一段传奇，描中华精粹，汇九州奇葩。
驰骋苍茫，一脉血气组一方山水，承天地之灵，秉江山之韵。

首吞沧海，尾衔大漠，东方卧龙跌宕关山，阅千秋烽火。曾
经的中国，一再的在灾难的大漠中跋涉，一脉血气支持着中
国人，烙下千年血与泪的执着!

一涧飞瀑，碎琼乱玉，造就此胜景的不只是水，中国人海纳
百川，并非柔若无骨，是一旦遇到了艰难寒冬，就齐结冻彻
三千里的冰，棱角分明，不要分散，只是团结。胸中百转千
回的是一脉华夏的血气，有了它才有了一个民族的新生，不
畏艰险，众志成城。

岁月的脚步横越向历史，野草般横飞的思绪，却依稀可见那
些依旧鲜活的面孔。一望壮士别易水，秋风萧瑟歌红尘。荆
轲的大气穿越了生与死长眠的时空，只留一声绝响：明明注
定了了无结果，明明知晓霸业图空，明明青山依旧在，明明
等待的只是历史的刹那，却带走了谁的永恒!中国人的执著古
而有之，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
不后悔，不会以为前方的黑暗就止步不前，于是，代代华夏
人青丝约白首，不问重重苦难后悲泪几行，只想履履奋争中
豪情万丈。

依稀记得零八年的那一声巨响，隆隆的一座四川城负了重伤。



五月十二日的汶川，是灰色的，却有生命的绿，成为了震中
的脊梁，支持着废墟中点点生存的光亮，时间的河，淌过悲
悯如血的上，一双双手捧起了尘埃，找寻地底最后一丝生存
的迹象。天哭地泣，电闪雷鸣，尔后的四川，尔后的中国，
一片悲壮。一分的希望就有十分的拼搏，四面物资，八方同
济。向来温文尔雅的华夏古国，一刹那铜皮铁骨，无坚不摧，
无人可挡。让万众一心，百折不挠走出了史册，新生代看到
了中国的魂，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力量。这样的民族，即使灾
难，也有从容不迫的抵抗。

睁开探求的眼，看清眼前一个民族的新生。机器隆隆，霓彩
分明。亿万人民在九曲黄河身旁默默耕耘，换得五谷丰登，
万里飘香。在那遥不可及的破碎苍穹之上，“神舟七号”用
它的雄姿补完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梦想，一股浩然气指引
着十三亿双手写出了日夜翘盼的华彩乐章。

在仓皇的岁月里扬鞭，看中华民族将一个个历史的复句写下，
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一方时空，涂上
显目的色泽!

千年的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千年的水冲走了千年的记忆，
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注定要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
里。

飞雪洪泥映时光，历史满沧桑；一曲悲歌诉衷肠，春秋歌未
央。

传统文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它是先人们的精神积淀，是
千百年来的传承。而在今日，在这个充满利益，热闹繁华的
时代，歌声里的故乡却在渐渐远去。我们像迷路的孩子，回
头张望，却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个，氤氲着水墨香的故乡，
那个，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为九零后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古语有言：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
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身为祖国的未来，如
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
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片黄土；无论我们
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
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清代学者
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捐
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我们要左手
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勇
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二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
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
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
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
而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得、九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
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封建思想
有极大的弊端。繁琐的条条框框呆板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扼杀着人们相往自由、追求浪漫的灵魂。当然其中也不乏值
得人们称讼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尊师重教、孝敬父母、检点
行为等。新时期的道德关念大抵也是数千年来约定俗成形成
结果。正确、全面的审视文化的魅力就是在于看功大于过、
还是利大于弊。纵贯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交替、
演变、进化。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违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
意念。甚至能注定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命运。他们处于金字
塔的底层行使着受压迫被奴役的权利。显然这种现象从总体
上来说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却大大抑制了社会的向
前发展。对于这些不利于时代特色的文化只有舍弃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而对于一些精要之处则要吸取并为社会生活服务，
譬如孔融让梨、缇萦救父、香九龄温席等一些妇儒皆知、传
承至今的历史典故都是值得发扬广大的。糟粕的文化就该尘
封在史料中，毕竟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美”的痕迹。
提供价值依据参考、熟读历史考实录无疑是通晓古今、知道
兴衰的最好方式！精华是要继承的而糟粕也不是要彻底遗弃
的！遗弃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存而不用，明晓一二。其二、
不存不用，消失净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窃以为后者做
法更好一些。借用中庸思想来讲万物的兴衰存无都是有规律
的．全盘否定与肯定都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糟粕的东西
知而不为是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正是由于在旧的基础上才推
出的新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算不的上是优
等会民族，忘记糟粕有时也等同于凌空而建的空中楼阁。糟
粕难道不是堆砌成功、再铸辉煌的基石么！糟粕、精华、落
后、进步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吗！

综上所述包括处理方式在内的一切行动能力都有其变通的余
地！理智的保留、盲目的舍弃给人来相差万里的感觉！理智
者、理性也。权衡利弊。发复推敲的结果让人更加信服。盲
目者、胡做也。数典忘祖。不计后果的行为难以服众！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三

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传统文化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有民间工艺陶瓷，民族艺术戏剧，国画，风俗习惯端午节赛
龙舟，元宵节闹花灯等等，可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民间艺术
剪纸了。

剪纸是中国的民间艺术瑰宝，是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看了
让人羡慕不已，啧啧称赞。剪纸的资料包含着浓浓的生活气
息。鸟，虫，鱼，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这些人们熟悉而
又热爱的自然景观成了人们剪纸的花样。每逢过年过节或喜
事临门，人们都要剪一些“福”、“喜”、“寿”等贴在窗
户上，门上来表示庆贺。

瞧，这幅剪纸作品多趣味呀。一只穿着彩衣的小老鼠拖着一
条长长的尾巴，他的眼睛滴溜溜地搜索着四面八方，生怕被
人发现它在偷灯油。可是老天像和他作对似的，葫芦里的灯
油全流到地上了，小老鼠以最快的速度，从灯台上跳下来趴
在地上，伸出那利剑似的舌头贪婪的舔着地上的灯油，那滑
稽的样貌真是逗人喜爱！

剪纸艺人剪得十二生肖也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就连外国
人也啧啧称奇，竖起大拇指一个劲的来夸赞。十二生肖被印
成邮票飞到世界各地，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认识中国博大精深
的剪纸文化。

太精美了！它体现了民间艺人的心灵手巧，他是劳动人民聪
明才智的展示，是民间传统文化的结晶。我也想像民间艺人
一样剪出一副精美绝伦的剪纸作品，送给外国的小朋友，让
他们了解中国的剪纸艺术，让剪纸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四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刻不容缓。以下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中国传统文化励志演
讲稿，欢迎大家阅读。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内容是保护弘扬中国的传统
文化。

清明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
多年的历史，在昨天我们刚愉快地度过了这个法定节假日，
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在得知韩国端午祭在20xx年11月25
日申遗成功时的愤慨。中国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竟被他国争先抢夺，亦或跃跃欲试。从“端午祭”申遗
到“汉字之争”，“中医之争”，再到近期的“风水之争”，
文化摩擦在中韩坊间蹭出不少火花，而结果，绝大部分，中
国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了。

中国人在责怪韩国人的恬不知耻的剽窃行为时，是否有理性
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省自己呢?遥想当年，中国软弱，帝
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如今韩国的一些政客正在大规模抢占
中国文化时，有一些从洋媚外的人正在风风火火地哈韩，韩
国的二流肥皂剧和服饰潮流都备受国人的追捧。还没有到12
月25日，大城市的各大商场，甚至政府出资在筹备平安夜、
圣诞节，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中国古老而美丽的七夕节，却很
早就翘首以待2月14日的情人节，或许现在就不奇怪为什么韩
国可以一直申遗成功了，不要老是怪罪于政府的无能，也不
要怪罪于韩国的无耻，因为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文化丢弃了。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我们刻苦学习，顽
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多了!我一下子还说不完，今天我就给大家
介绍中国的陶瓷艺术吧!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尤见装饰匠心。中国传统陶瓷装饰形式，



大体上有刻镂、堆贴、模印、釉色、化妆土、彩绘六类型。
图案纹样装饰于陶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的彩陶上
就已出现。先民们感受生活的自然现象创造出波拆纹、圆形
纹、编织纹等图案，以二方连装饰形式呈现在陶瓷器物上，
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一件绘有精美的人面和鱼纹的彩陶盆是
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精品。陶器上的纹饰体现了先辈们对于
自然和人自身观察的结果，陶工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
合，对于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孤线的审美感，
不但表明了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有了一定的认识，而且
还表明了自然界已经脱离了他们的原貌，增加了人的思想和
人的想象力，以及人对自然的美化和崇拜。商、周时代是以
青铜器为时代标志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陶瓷纹饰和青铜
器饰相似，刻纹白陶的烧制成功是制陶工艺上的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它用高岭土制坯，烧成的温度达1000多摄度，素洁
可爱的造型与优美的纹饰相结合，逗人喜爱。追溯中国历史
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
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
在陶瓷器皿上进行工艺转换表现形式。

中国传统的艺术——陶瓷的故事是多么有趣啊!陶瓷还是我国
最为大的创造呢!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xx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
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
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
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化传统文化，展
名校学子风采。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八”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着
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至
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
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
但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一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五

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说是仓颉创造了汉
字。我爱汉字就如爱我中华。

汉字，一种表意文字，统一音、形、义，折射出整个中华民
族深沉的智慧。汉字，一种方块字，写着中华民族的刚正与
挺拔，塑造出中华民族的品格与风骨。从甲骨文、周金文，
秦小篆、汉隶书到汉末的楷、草、行。汉字，撰写着中华民
族发展的一条线索，也成为牵拉中华民族发展的一根绳缆。
汉字，意蕴悠远，悠远的意蕴，正是其魅力之所在。

汉字，五千年唱出的一声船工号子，五千年写就的一篇世界
精典。汉字，唱而成声，声声凯歌;写而成篇，篇篇华意。我
是炎黄子孙，我爱汉字，犹如爱我中华。

谢谢大家!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京剧的前身是安徽的徽剧，通称黄皮戏。清乾隆五十年起，
相续进入北京演出，同时吸收了汉调，秦腔，昆曲的部分剧
目，曲调和表演方法，融化，演变成一种新的声腔，更为悦
耳动听，称为“京调”。现在我们称为京剧。

京剧的角色根据男女老少，俊丑正邪，分为生，旦，净，丑
四大行当。角色行当的表演各有不同的程式动作，唱，念，
做，打，手，眼，身，法，步各有不同的特点，富有舞蹈性
和高超的技巧。

京剧的服饰有它独立风格，色彩艳丽，描龙秀凤，五颜六色，
质量考究，在舞台上大显身手。



京剧是以完整的故事情节，悦耳动听的声腔，色彩艳丽的服
饰，更用高超的表演艺术吸引了古今中外广大观众，让人们
享受到了中国戏曲的魅力，也使人们从故事情节中辨别真善
美和假恶丑，劝人为善受到教育。

京剧是中国戏曲的魂宝，祝愿它继续发扬光大，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__》。

武术这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其运动内容丰富，武术这项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其运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适应男女老
少锻炼，不受场地、设备、季节、气候等限制，是强筋健骨、
陶冶情操、自卫防身的良好手段。广大人们通过武打小说或
电影、电视，对武术十分钟情，尤其是在家长对幼影、电视，
对武术十分钟情。近年来武术这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已经走入
了幼儿园。从幼儿发展武术方面会有利于打下坚实的基园。
从幼儿发展武术方面会有利于打下坚实的基础，更有利于武
术的发扬。

鸡独立，白蛇吐信……，这些招式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讲
究内外兼修，修身养性，非常练习。我们的想法，就是要让
武术走进平常人的生活。而只要学生们从小有了武术的基础，
这对他们的一生受益。

武术跟篮球、足球等运动项目相比，学生们从小就学习武术，
更容易操作些，也能够强身健体，受益一生。

在我们的中华武术中需要一代代传承，有助于增强我们的阳
刚之气，这种阳刚之气是一种底气，是一种勇气，是一种民



族的力量，凝聚阳刚之气，是民族的希望力量。所以我们一
定要坚持习武，经得住考验，不怕苦。传承我国的传统文
化——武术。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它源于中国，属于世
界，它从一开始，就被中国人赋予灵魂，注定有中国心。

中华武术的魂是显明的，丰润的，它在和平年代，是养生的，
儒雅的，而在风雨年代它又是奋起的，抗争的，在一次又一
次的抗争中，它保证了中国人一次又一次的启蒙的进步，它
富有救国救民的爱国精神，挽救中国于屈辱中，并为此付出
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在不断地胜利，从来就没有缺少国
中华武术的身影。

一首《中国功夫》不仅唱出了中华武术最为核心的功夫名，
还唱出了中国人心中对中华武术最真切的体会，跟唱出了中
华武术最朴质的内涵。

卧似一张弓，站似一棵松，不动不摇坐入钟，走路一阵风，
南拳和北腿，少林武当功，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时间在流逝，历史在向前，传承了中华武术魂的中国人，
把“中国功夫”这一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载体，带到国际舞
台上，演绎了一代又一代的精彩。中华武术大放异彩。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华武术会永生固存，也没有理由不
去呐喊，中华民族酱永远年轻——因为：武术魂，中国心，
永远在一起。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

鼠年景色依然艳，龙岁春光格外明;鼠年的春天到来了，龙是
中国的图腾，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到这其中的典故呢?中国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就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一脉相承，而我
们又要怎样星火传递。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宣扬传统，守
正创新，舍我其谁?》。

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深远的未来意义。对于我们新一代
接班人尤为重要。

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的转变中，科学
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确定下来的路线
前进。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
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1985年英国天文学家抄
里斯认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
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
着神圣的东方前进”;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化
学家普里高津说，新的自然观“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
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为中心的中
国传统结合起来”;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则说，他所创立的协
同学，同时受到了西方的分析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的影
响。人类意义世界所作出的这种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意
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
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获得其生命力。而这种可能需要我们
的创新，我们需要在创新中推动中国优秀传统个文化。

不，我认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对当代和未来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做的就是用创新来推动中国传
统文化。

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做为手段，影视做为载体，再以特色做



为亮点努力开辟世界这个窗口。

美国可以用肯德基推广美式快餐和美式文化，将两百多年的
美国历史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而我们有各种菜系和多元文化，
没有理由挤不进世界的前列。日本，韩国等国民族单一，文
化也没有呈现多元化，但是他们善于在自已的影视作品中添
加本国传统文化，通过影视媒介很好的弘扬了本国传统文化。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好的作品里添加中国元素，努力发展影视
产业的同时，注意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功夫熊猫》不用改
是外国人的作品。

我觉得，人类总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历史在前进，人
的思维也从不停止，不断寻求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目标。
基于世界文化走向趋同这一时代的新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
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就成为建
构世界主义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进路。当代新科学的世界
观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某些思想归复的特征表明，中国传
统文化的后现代性研究不失为在历史转折关头全人类的文化
战略研究之一隅。

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包括
《老子》《论语》《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受到重视。这种
情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处在科学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家们寻
找世界观启发的努力，而不是由于什么一时的感情冲动。因
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可以为新科学的诞生提供有意的启
示，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西方人能如此的重要，做
为东方的雄狮更应该利用创新的手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传统，底蕴厚重。上下五千年东方
文明需要我们守正创新再创辉煌!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国说唱的演讲稿篇九

我叫郑艳玲，是佳木斯市第一小学一名教师。在这春暖花开，
万木争春之季，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这次评比活动，
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粗浅认
识向各位领导汇报。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优
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很多内容，概括地讲，可以用“一片
阳光、一块沃土、三棵大树”来表述。其中，“一片阳光”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了天道自然、人天合一、五行
相克、阴阳和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就像一片阳光，照耀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进的步伐。“一块沃土”是指中国传统文
化这块肥沃的土地，包括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三
个要素。上有阳光的照耀，下有肥沃的土地，就长成了“三
棵大树”，这三棵大树就是儒、道、释，好比这片“沃土”
里的氮、磷、钾，使得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先师用这种文化治理鲁国三个月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四方之客归之”的社会状况；周朝的成康之治，更是
达到“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可见其和谐程度；山西晋商，
运用儒家思想，以义制利纵横欧亚九千里，诚信为本称雄商
场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四大文明古国中，也只有
中国的文化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一直随时代发展至今仍闪
耀光芒。

具体到我们的教育来说，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
塑造、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加强
传统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行为模式、
思想倾向、心理倾向、心理素质、自我意识等多个方面塑造
学生的人格和行为。然而如此重要的教育手段却在我们的教
育中经常被轻视忽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越
来越多的学生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多的依赖家长，
缺乏自立能力，欠缺劳动习惯；自私自利，不太合群，集体



观念淡薄；花钱大手大脚，不珍惜劳动成果；是非观念淡薄
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民族
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这样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
时代的学生是一批没有自己正确价值取向的人。对于学校来
说，就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营养，着眼于继承发展它的心髓，适时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和传统美德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
陶，让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

现在我要说，要想得到智慧、尊严、快乐，那么你一定要去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学习，而且要用自己毕生的力
量去传播，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这种文化。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我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天下之事教育为先!我们从事
的是教育子孙后代的职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有
责任向学生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净化灵魂，升
华思想，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