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 诗歌朗诵比赛演讲
稿(优质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
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一

首先，老师和同学们对古诗文的思想意境了解比较透彻，在
朗诵过程中感情充沛，既像山洪暴发、又像涓涓溪流，再一
次诠释了古代经典诗文在朗诵上平仄、押运的美感。同时也
展示我校师生追求美、欣赏美、展示美、歌颂美的情操。

其次，学校组织的这次活动全体师生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
全体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在教导处的领导下积极
行动起来，做了大量工作。本次活动组织的很严谨、很成功，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第三，本次组织的经典诗文读诵活动，不仅能让我们重温了
历史、追溯了文化，激发我们对中华民族产生自豪之情，对
中华文化产生景仰之情，而且也是一堂形式生动、内涵丰富
的爱国主义课程。传承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我们有
责任通过开展古诗文诵读，让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世代相传。

在这里，我向同学们提出几点希望：

养其品德。同学们一定要在老师们的精心指导下，大量阅读、
大量背诵，多读书、读好书。

二是希望同学们把古诗文诵读活动和学会做人结合起来，用



古诗文为自己补充生命的元气，做一个有根的中国人。只要
我们从小与经典为伴，以圣贤为友，细心诵读，用心体会，
其丰富的营养就能渗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生命
必需的养料。

三是希望同学们把古诗文诵读和课堂学习结合起来。中华古
诗文淳厚优美，富于智慧，积极投身于古诗文诵读活动，既
能有效促进课堂学习，又是对课堂学习的有益补充，绝不是
额外增加的学习负担。要在古诗文中感受快乐，在快乐中感
悟古诗文，养成健康纯正的审美趣味。

各位老师，我校开展诵读活动，其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记住
名篇佳作，而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品
质，学会一种本领。希望各位老师在鼓励学生背诵的同时，
不忘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含义深刻的、有一定意义的句子，使
学生学到千古美文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胸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
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的道德原则，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影响。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二

看，燕子正在飞回北方

生命的春天正迈着轻快的脚步，

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让我们学习辛勤的园丁，

向青春的热土，

播撒心中的理想。



听，杜鹃正在甜甜歌唱，

看，柳条正在轻快舒展。

生命的春天正迈着轻快的脚步，

悄悄地来到我们的身旁。

让我们肩负责任，

用年轻的身躯，

背负青天，争做祖国的栋梁。

蜜蜂辛勤地采蜜，

蚂蚁不停地搬粮，

我们也要孜孜不倦，

用智慧，把自己武装。

让我们耕耘在青春的土地上，

播撒理想的种子，

播撒未来的希望。

让我们航行在青春的大海上，

扬起责任的风帆，

迎战惊涛与骇浪。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我们的责任，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要像航海时代的探险家，

不怕劳苦，不怕困难。

肩负重大的责任，

树立远大的理想。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

英勇奋战！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三

早上好！

第一，端午节是纪念诗人的节日，是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
诗人屈原见国破人亡，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屈原沉江后，古
人将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呐喊鼓乐吓退蛟龙，以
此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后来演变成为吃粽子、赛龙舟
的习俗。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端午节
的人文内涵已密不可分。端午节成为中国人传递爱国主义情
感和精神的重要仪式。

第二点，端午节是卫生节。端午前后正是春夏交替之时，天
气炎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病虫害渐多，是传染病的高
发时节。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用
以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端午这一天，成年人还要饮雄



黄酒驱蛇虫，小孩子要佩戴藏有朱砂、雄黄、香草的香囊预
防疾病。这些习俗表达的是古人驱瘟避邪、祈福佑安的愿望。
这样来看，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节”。

第三点，端午节是体育节，因为人们在这天要在水上赛龙舟。
龙舟竞渡是一项很有气势、极具合作精神的竞技活动。端午
竞渡能对群众性的水上运动、强身健体、民众团结起到很好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现在龙舟竞渡逐渐演变成一项国际体育
赛事，起到友谊纽带的作用。

第四点，端午节是美食节，因为我们要吃可口粽子。晋代，
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人们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
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形状看有四角形、锥形、菱形、有用
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的“筒粽”。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
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可谓粽叶飘香粽子可口。

同学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因为地
域不同，各地的习俗也稍有不同。有些传统的习惯已经淡化
了不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我们了解了端午文化，也希望
我们能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和珍爱
之情来过好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传统佳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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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祖先定下了这个特殊的节日，

祭奠所有的故人。

使他(她)们在天堂那边不要孤独，

不管是自己亲人祖先还是革命的烈士。

他们曾经走过的土地，



血脉仍在延续。

你们的事迹，

你们的历史，

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

此时荒原的坟墓上插满了鲜花，

烧尽了纸币。

愿你们在那头不要在贫穷，

不要孤寂。

泪水洒满了记忆，

光荣飘满了思绪。

我赞扬革命的烈士，

你们留下了坚强的意志。

中国的军魂，

影响深远，永不停止。

我思念已故的亲人，

泪水淋湿了双眸。

你们的劳累，我们的幸福，

永远联系在一起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五

大家好!

100年来，共青团走过了光辉的历程，从1919年五四运动
到1920年共青团的诞生，从1922年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到1949年共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的团一直都肩负
起了历史使命，坚决的完成了党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并积极
的发挥自己作用建设祖国。到现在中国共青团以经召开了第
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共青团员应该肩负自己的时代使
命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国共青团跟着党在前进中不断发展壮大，共青团是青年在
实践中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在当今时代，也是青年学习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共青团的全部奋斗都在实践
着一个真理，也就是务必永远跟着党走。

这天，我们正奋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到本
世纪中叶，我国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将变成现实。团结带领广大团
员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是中国青年团的光
荣使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共青团就要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带领广大团
员青年永远跟着党，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昂首
阔步，奋勇前进。

开展增强团员意识主题教育活动是共青团学习实践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继续和深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教育精神的实际行动和具体举措。“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 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务必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共青团建设和工作的根本指针。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共青团肩负着为党源源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重任。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在思想上则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及
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努力提高自我的思想素养，并在行为上
和思想上努力向党组织靠拢。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政策方针，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我的力量。

谢谢大家!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六

端午节是爱国节，因为爱国诗人屈原在公园前278年的五月初
五，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抱大石投江而死。屈原沉江后，古
人将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并以呐喊旗鼓吓退蛟龙，
以此表示对屈原的尊敬和怀念之情。

端午节是防疫节。端午节前后是春夏交替传染病的高发时节，
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悬菖蒲，用以驱蚊蝇，净化空气。
成年人还要饮雄黄酒和菖蒲酒驱蛇虫，小孩子要佩戴藏有朱
砂和雄黄的香囊预防疾病。

端午节是体育节，因为人们在这一天要在水上赛龙舟。龙舟
竞赛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一项国际体育赛事，也起到了友谊纽
带的作用。

端午节还是美食节，以为我们要吃可口的美食——粽子。人
们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花色品种繁多的粽子，可以让
你一饱口福。

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是浸润着中华民族智慧
的文化遗产，体现着一种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
征。新时代的少先队员要肩负起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
化的重任，为成为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做好准备。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七

国土被外敌蚕食

悲愤纵身一跳将身躯

化作一支利剑

直击苍穹激起一个民族的斗志

《离骚》《天问》《九歌》《怀沙》

似明矾撒向长河

澄清污秽的江水

滋养炎黄子孙爱家爱国的灵魂

一个勤劳坚韧不屈的民族

用这清澈

洗濯艾蒿两千年

蒸煮粽子两千年

酿造雄黄酒两千年

竞赛龙舟两千年

磨砺长剑两千年

两千年的求索

两千年的传承



沉淀出一个伟大的节日

这个节日生长出的图腾生生不息

这个节日生长出的梦想代代相传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八

大家早上好!

刚过完五一小假，我们又迎来了五四这个特殊的节日。这是
我们青年人的节日。

有人说，青春是一首歌，回荡着欢快、美妙的旋律;有人说青
春是一幅画，镌刻着瑰丽、浪漫的色彩。

1920xx年的5月4日，为了驱逐黑暗、争取光明，为了祖国的
独立和富强，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
最壮丽的青春之歌，绘就了一幅最宏伟的青春图画。如
今，“五四”运动已作为光辉的一页载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然而，“五四运动”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更是一种
精神，一种伟大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里，有
着青年人关注国家命运的责任和使命，有着青年人振兴民族
大业的赤胆与忠心。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
的责任，已落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五四”的火炬，已传
到了我们青年人的手中。“五四”的精神，需要我们青年人
发扬光大。可是要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是在浑浑噩噩中
度过，还是在拼搏中进步?在学校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
面，有的同学经常迟到、甚至旷课;有的同学穿拖鞋，有的同
学偷偷地躲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吸烟，有的同学带起了耳环
染起了发;还有的同学一到上课就睡觉……这些不良的行为不



仅严重地危害到同学们的身心健康，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影
响到学校的形象，是一种严重破坏校风校纪的行为。

这些不良习惯为什么会产生呢?有的是因为有的同学在生活方
面完全没有自觉性，不能约束和控制自己，随心所欲;也有的
是因为有的同学认为学校的纪律太严，完全限制了他们的自
由;也有同学认为那是酷的表现……，然而不管是什么原因，
这些不良习惯都是不能适应学校生活的表现。我们在学校里，
只有在校风校纪的约束下，才能正常地完成学业，如果养成
了我行我素的恶习，今后走向社会，是很难立足的。如果这
些不良习惯不及时改正，就会误入歧途，小错就会酿成大错。

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求学，都有一个追求，都有一理想，都有
一个志向，如果说学校是一片沃土的话，我们要在这里把我
们的耕作变成果实，实现我们的追求;如果说学校是一支拐杖
的话，我们要拄着这支拐杖攀登高峰，实现我们的志向;如果
说学校是一只展翅飞翔巨鸟的话，那她会承载着我们的希望
去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要学做一个文明的人，一个诚实的
人，一个勤学的人，一个守纪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一个高尚的人”。

同学们，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那就
让我们现在作一名守纪律讲道德的中学生，将来作一名有素
质的好公民!

五四，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的一面旗帜。

五四运动所包含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火炬，
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的接力传递，正由当代青年高擎着迈
向新世纪。

爱国与进步，是“五四”精神的基础和源泉。虽然当年有特
殊的历史条件，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爱国是一个永恒的
主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而进步对于一名青年来



说，意味着不断进取。忘记进步，就意味着落后。今天，虽
然社会变革的步子很快，但爱国和进步仍然应该成为每一位
中国人心中不变的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应该懂得爱
国的意义、进步的作用。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动力。民主，是一个
国家和谐有序、健康发展必备的条件。没有民主的氛围，没
有民主的气息，这个国家就没有生机、没有活力。科学，则
是一个国家振兴、发展和强盛的不竭动力，一个科学不发展，
科学氛围不浓，科学创新不多的国家，是不可能得到真正发
展的。民主与科学，贯穿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路、兴
旺之路、振兴之路。

“五四”精神，不仅是“五四”青年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更
是中国青年理想和目标的体现。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五
四”精神时，也需要与时俱进，为其注入时代的特点，注入
新的内涵。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不断地加强学习。在科技
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加需要发扬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现代化建
设离不开科学文化的武装。掌握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具有
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和本领，都需要下苦功夫学习。要
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为此就要树立终身
学习的观念。青年处在学习的关键时期，一定要珍惜大好时
光，发愤学习，刻苦钻研，打牢人生成长进步的根基。要充
分利用好今天的大好时光和优越条件，学科学，学技术，学
管理，学理论，掌握本领，端正思想，规范行为，提高觉悟，
为祖国的振兴和繁荣出力加油。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不断创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在这一伟大实践中，有大量新情况需要去认识，有大
量新任务需要去完成。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开拓，事业才能
发展，社会才能进步。青年时期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时期，青



年是最具有创造热情和创造潜力的群体。青年一代要努力培
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潜能，紧密结合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
基础上，勇于创造，善于创造。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也
是社会进步的源泉。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发扬创新精神，
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真正让青年成为创新的主体，
成为中国振兴的中坚力量。

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甘于奉献。同人民紧密结
合、为祖国奉献青春，是总结中国青年运动的必然结论，也
是当代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奉献是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
成就事业的前提。青年在为人民做出奉献时，青春才更加亮
丽，自身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要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
中，自觉服务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社会，艰苦奋斗，不懈
进取，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无悔的青春、永恒的青春。
发扬“五四”精神，就是要经得起各种考验，受得住各种磨
砺。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九

承载了五千年的历史。

在古代和未来之间，

奔腾与翱翔。

那广阔的北国之春，

有着茫茫的皑皑白雪。

那美丽的南海之滨，

有着迷人的椰林风光。



中国是伟大的母亲，

养育了亿万子女。

饱受了沧桑却又捍卫着和平，

坚强而慈祥。

东南西北，

从古至今，

一代代中华儿女，

在您怀抱里茁壮成长。

司马迁，祖冲之，李白……

您培育了多少优秀子女。

奥运，世博，载人航天飞船……

您又谱写了多少赞歌。

中国是一头巨狮，

依然苏醒。

犹如东方蒸腾的旭日，

必将创造美好的未来。

国学经典朗诵表演篇十

大家早上好！



粽叶香飘端午，弘扬传统文化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关于端午节的由来相信大家都很
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者屈原的节日。
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在的时代是
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在列强环视的状况下，
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墨守陈规，没有改革的
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
在了后面。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采取
的办法是偏安一隅，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
生活。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
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得
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显示了
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之心。

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耀在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
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
神，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
于这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民
众和谐。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
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会珍惜我们的
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
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和平生活的向往，扫净了自
鸦片战争之后弥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阴霾，抛头颅洒热血为
我们拼搏来的。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励，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贡献心
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呵护自
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