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传统文化班会 传统文化标
语(大全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一

2、为了你和家人的健康，请不要吸烟。

6、 千万别点着你的烟，它会让你变为一缕青烟（加油站禁
烟）

8、一时的快乐，永恒的伤痛——请勿吸烟。

1、停止战争，为了孩子！

2、看看孩子脸上那天真的微笑,我们又怎舍得让这份和平与
安宁转瞬即逝呢?

3、我们爱心的一小部分却是他们生命的全部。

4、比献出的血更宝贵的是你的真情。

5、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献血的你，灵魂如虹；你献的血，生命涌动。

9、献出的血有限，献出的爱无限

10、鲜血诚宝贵，救人品更高



18、一份血，万份情，无偿献血最光荣

19、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20、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1、一滴血，一片心，一份爱

22、人间自有真情在，献出鲜血播下爱

23、一点热血助他人，一颗爱心好精神

24、你血输在我身，你情溶入我心

25、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

26、热血是生命的标志，无偿献血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28、荐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29、无偿献血，体现您高尚的精神境界。

30、让血液把我们的心连接在一起。

1、节省一分零钱，献出一份爱心，温暖世间真情。

2、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

3、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变希望。

4、种下一棵树，收获一片绿阴；献出一份爱心，托起一份希
望。

5、用心点燃希望，用爱撒播人间。



1、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讲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

3、56个民族56朵花，56种语言汇成一句话：请说普通话。

4、沟通你我他，全靠普通话。

5、我说，你说，大家说，普通话是我们共同的歌。

6、说地地道道普通话，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说普通话，迎四方宾客；用文明语，送一片真情

8、“普通话——13亿颗心与心之间的桥梁

9、普通话——人类沟通的桥梁；普通话——人类智慧的结晶

10、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

11、说好普通话，走遍神州都不怕

12、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3、推广普通话，沟通你我他

14、请讲普通话，不分你我他；讲好普通话，共爱一个家

15、请讲普通话，讲清普通话

16、让普通话不普通，让平凡人不平凡

17、 大力推广普通话，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1、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



的责任。

2、穿越时空的魔法武器——文化遗产。

3、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

4、尊重历史，憧憬未来。

5、宇宙好汉，生命短暂；传承文明，文化遗产。

1、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同类。

2、地球上没有动物，那是一个没有活力的世界。

3、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鸟知道;

是鸟先消失还是蛋先消失,你知道,我知道,只有鸟不知道。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二

又是一年粽叶飘香时。“端午节您准备怎么过？”对于许多
市民来说，无外乎就是吃粽子，或利用这个小长假与家人外
出郊游，放松一下心情，而对端午立节的本意及伴随而来的
屈原精神，恐怕没有多少人去细细品味。

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端
午节由来的传说有很多，而源于纪念屈原则是一说。屈原，
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因为力主联齐抗秦，受到贵族的强
烈反对，遭谗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秦军
攻破楚国京都后，屈原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又始终不
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报国无望的情况下，于农历五月初五，
抱石投汨罗江身死，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与天地兮同
寿，与日月兮齐光”的壮丽乐章。



屈原死后，百姓纷纷来到汨罗江，奋力打捞其尸体。传说投
粽子于江中，可以粘住鱼嘴；把雄黄酒倒进江中，可以晕蛟
龙水兽；划龙舟来驱散江中之鱼，以免吃掉屈原的身体。这
些美丽的传说，表达了古人对屈原这位爱国志士的崇敬与思
念，并作为端午习俗流传了下来。而作为后人来说，倘若我
们至今尚不知晓端午节的由来，不知晓“屈氏已沉死，楚人
哀不容”的悲愤，不明了“竟渡深悲千载冤”的沉重，不掌握
“忠魂一去讵能还”那段悲壮历史，依笔者之见，纵然粽子
再香，恐怕也味同嚼蜡。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位哲人曾说：构
成民族界限的，不是河流，也不是山脉，而只能是跨越河流
和山脉的传统文化，它是区别于这一民族与另一民族的永恒
标志，是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精神。唐代诗人殷尧藩感慨道：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因为屈原，人们记住了
端午；因为端午，人们记住了屈原。后人纪念屈原，不是因
为他的遭遇，也不是因为他的性格，而是因为他心系黎民、
体恤苍生的民众情怀，刚正不阿、廉洁无私的为官品格，奋
发向上、坚定不移的创新精神。

两千年的端午节，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是一座
巨大的精神文化宝库。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当从这座宝库中
寻求力量，激发自己朝着理想不断求索与奋斗！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三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深深地感到骄傲与自豪。作为一名
中文专业的教师，我深切的热爱着祖国的传统文化。当提出
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时，我更是特
别激动。近日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非常多，
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身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也想在各种
声音中，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热烈地争论无疑表明了传统文化越来越得到重视。不管怎样



争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传承下去，这一点是不容置疑
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她植根于中华民
族，生长于中华大地，当然也是最适合中华民族的。当今社
会是一个信息时代，我们每一天都在享受着信息时代给我们
提供的便利。同时，我们也在纷繁复杂的种种信息冲击之下
有些无所适从。我们的文化也同样经受着极大的考验。仔细
思考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怪现象，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失去了本
应有的淳朴善良。我们传统文化中推崇的“当仁不让”“见
义勇为”“侠肝义胆”都不知去向了，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
都需要讨论了。价值观的偏离导致了传统美德的弱化。我们
成年人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已经陷入迷茫更何况孩子们呢？因
此，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要从孩子开始，要建立民族自信
就得从孩子们开始，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已经是当务之急。

值得庆幸的是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所有远见的学校。我们学
校很早就开始了传统文化进校园的一系列尝试，而且在实践
中证明传统文化对孩子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学校开展的
“晨读、午诵、暮写”系列活动，把优秀古诗文引进校园。
孩子们在书声琅琅中体会出汉语的独特魅力。老师们利用传
统节日引领同学了解民俗，教孩子孝顺父母，学会感恩。传
统运动项目“六艺”之一的射箭，也被引进了校园，孩子们
在练习中越来越胆大心细，沉稳干练。书画室里，老师带孩
子学习传统书法绘画技艺，翰墨飘香；古筝教室中，老师和
孩子们领略古筝琴韵，雅乐绕梁……孩子们沉浸在各种特色
活动中兴趣盎然。不知不觉中，孩子们培养了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热爱，学校也因此涌现了不少小小书画家，小小艺术家。

学校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路上一直在的探索。我作为语
文教师和班主任，也做了一些尝试。在每周两节的特长活动
课上，我带领孩子们学习了《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
经典。我把练字、诵读相结合，再结合实际做相应的讲解。
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有了可喜的改变，对老师家长有了应有
的尊重，对同学也有了宽容友爱，言行举止不再放诞不羁。
家长们反应说孩子比以前懂事了，我感觉班级管理也比以前



轻松了。

在日常教学中我还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听古代的故事。不
管是成语故事、寓言故事还是历史故事，孩子们都会听得津
津有味。于是我就尝试用经典故事来代替讲道理，这样往往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上课时我时常会引用几句诗文名
句，每次同学们都会投来敬佩的目光。而在听我做进一步的
解释时，同学们也会听得特别认真。这种引用总好过引用一
些莫名其妙的网络用语吧。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适当的环境，
我试图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文化的氛
围。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到文学、艺术、哲学等方方面面，是一个
巨大的宝库。虽然我所知道的只是一点皮毛，但是我坚信：
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会源源不断的为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丰富的
营养。传统并不是封建，传统不代表落后。当你真正去接触
去了解她时，你一定会为她折服。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
经过不断地浸润，不断地滋养，不断的濡染，我们才能培养
出一代具有优秀民族精神，秉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少年。弘扬
传统文化任重而道远，我们作为教师都应该为民族复兴大业
尽我们的绵薄之力，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孩子的心灵。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四

我国是一个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其中也不乏有很多的
传统节日，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今天我就
给大家说说端午节。

为什么端午节会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过呢？那是因为我国
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屈原在这一天遭人迫害，被迫投
江而死，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将他投江死亡的这日定为“端
午日”。

在我国，端午节这天有很多的民间习俗，包粽子是大家最喜



欢的习俗，这天，一家人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有说有笑，
其乐融融，粽子熟了，大家又会坐在一起吃粽子，香喷美味
的粽子香飘满了屋。赛龙舟也是我国端午节传统的节目，亲
朋好友相伴而行，到江边观看龙舟比赛，看，一艘龙舟快速
的驶过来了，激起了江边观赛人的热情，大家为它鼓掌加油。

在我的家乡，每到端午节，每家每户还会准备一些艾草，插
在大门和窗户上，我问奶奶“为什么要在门上插草呢？”奶
奶说“这是咱这的习俗，插上艾草，蚊虫蛇蚁就会远离咱家，
让咱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家里有小孩的`，还会给小孩的衣
服上挂上做的“五毒葫芦”，祈求保佑孩子健康，这些虽然
只是一些习俗，但却在我们家乡形成了一种文化。

端午节虽然只是众多节日中的一个，却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也让我增长了知识，愿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五

在语文教学中，我非常重视传统文化这块资源，大胆尝试，
灵活渗透，常常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新课程标准》将语文学科定位于交际工具、文化载体，要
关注语言的能力。其内容包括不仅是读写，还有听说，在开
发学生潜能时，要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性；提升学生的文
化品位；要增强学生的文化积淀。这个文化积淀不仅是知识
性的，不仅是中国的，应该是指各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包
括思想、道德等多方面内容。因而语文所承载的不光是对语
言文字的使用，其中还负载了无数文化的东西，它是民族文
化传承的主要方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传承了五千
年的文明，是最古老的但又是最有生命力的文明，虽然中间
有很多次断开，但中华文化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使我
们的语言文字包含着丰富的含义。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表明，
脱离传统的现代化从来没有成功的先例，丢弃传统，就意味
着丧失特色。无数事实证明了列宁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在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我们所居住的地方——
历史上的“城阴城”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就不能不注重自
己的文化特色，以独特而具有个性的魅力更好地融入开放的
世界。基于这样的目的，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应成为一种共识。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因为有异乡，才会有故乡”。地域的
力量是强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得当，即使有一天城阴城子弟
到了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相信无论东奔西走，无论右弯左转，
无论沧海多么辽阔，无论归程多么遥远，也要回归起点。

作为语文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传承弘扬传统文化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也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手里断
裂，这是课程改革的需要，也是学生认知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发展需要。但是怎样让学生快乐地学习？怎样在实践中体验
感悟？怎样提升学生的文化品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
现实问题。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展开
研究，寻求激发学生热爱汉语，热爱生活，热爱传统文化的
活动平台。

传统文化教育足以增强民众的自豪感，激发热爱家乡的美好
情感。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古代的雄辩家说过一段精
彩的话：“桔生淮南以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不然的话，我们何
以解释牡丹以洛阳为最名贵，芍药以扬州的最奇美，木棉在
温暖湿润的岭南生长得最茂盛，白杨在寒冷干燥的北国生长
得最挺拔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对一样事物不认识、不
了解是谈不上有何感情的，只有发现了事物的可爱之处，才
会产生爱的情感。对家乡的热爱，必须首先建立在对家乡的
了解上。中国文化在历史学上常常以地域不同而划分为一些
风格迥异的品类，如半坡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
等，而区别这些不同文化的并不仅仅因为它所拥有的不同名



称，它们的独特内涵也使其闪烁着同样亮丽的光华，比如语
言词汇，民居建筑，民间制作，地方剧种，服饰文化，饮食
文化等等。

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有助于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
去继承传统，开拓未来。

课程中不包含文化是不可能的，离开文化的课程是不存在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各地区都蕴藏着自
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语文课程资源，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
去努力开发，积极利用”。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极其丰富
的语文课程资源。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
口北固亭有怀》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
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首千古绝唱几乎是
对有着丰富而古老内涵的历史文化所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画面
定格。历史上有许多本埠名人和客居外地名人创作出许多名
篇巨著和佳诗妙词，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语文
学科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宝贵财富。在这片热土上，还形成了
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革命历史文化、忠义文化、山水文化、
书画文化，所以传统文化教育除了在语文学科中渗透外，还
可以与历史学科、政治学科、地理学科、美术学科等紧密结
合，探索适合本地域传统文化教育的新路。

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要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的文化之根
与文化形态，也要了解我们文化特色与文化优势。对我们生
息与生活的这一块热土，要潜移默化地培育起如著名诗人艾
青所说的那种纯朴而深厚的情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
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是要
重铸信心，充分认识到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荣耀和这荣
耀在今天乃至将来的继续辉煌。

传统文化是条源源不断的河流，从古流到今，并奔向未来。
合理地利用它，会让我们的语文教学姿态万千，异彩纷呈。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六

我国有许多节日，首先，我们来介绍四个节日。

春节到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人们贴对联，北方的人们喜
欢吃饺子，所以就包饺子，春节期间，人们到亲戚家去拜年，
可热闹了。

清明节到了，人们怀念亲人，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来到烈
士陵园，纪念去世的英雄，请明也是春暖花开、柳绿桃红的
好时节，是人们外出踏青的好日子。

端午节到了，我们可以吃到好吃的棕子，为了纪念屈原，有
些地方还赛龙舟，快瞧，河面上龙舟里的年青力壮的小伙子
正在奋力地摇着橹板，真是太精彩了！

中秋节是团圆日，人们欢聚一堂，在一起吃月饼，好幸福呀！

中国节日真有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七

书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灿烂之花，汉字的`发
展经过了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
行书这些过程。

从古至今，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
苏东坡、米芾、怀素、张旭……王羲之就是我国伟大的书法
家之一，人称“书圣”，他的行书《兰亭序》是天下第一行
书。

我练习毛笔字已经有七年多的时间了，刚开始写时，毛笔在
我手里可“不听话”了，手不停的抖，字也写得歪歪扭扭的，
难看极了。之后日复一日地练习，写多了就不抖了。到现在



在春节时施展身手，在不同场合下都能即兴发挥、挥笔泼墨。
这的感觉是在是很棒。话说回来“字如其人”不还是古人常
说的吗！

写完一幅书法作品之后可以大家坐下来品一品，谈论一下哪
里写的好，哪儿写的略有欠缺，提醒注意，每次都能从作品
中找到自己的不足处，再勤加练习后，岂不是会更好？何况
古人就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在书法中我学到了很多的道理，已经让我受益匪浅。但这只
是开始，书法中蕴含的哲理我学也学不完，我要在书法的世
界里、在中华浩瀚的文明里继续努力、继续学习、继续探索。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八

长安这古都，在历史文化的长河里，守着这份静谧，却忽闻
时代的喧嚣。

——题记

你是浩浩史册里温存的那一缕墨香；你是朱弦震颤后的袅袅
余音；你是皇冠上托起的炽热太阳。千百年来你于无声中见
证历史，于静谧中浅吟歌诗。是你吗？长安。

你是我心中—个永恒的传说，无怪乎我要追寻梦的翅膀，以
朝圣者的姿态奔向你。你一定还是那个恬淡安静的处子吧？
阿房的舞漾得你柔波婉转；华清池的水洗得你铅华尽去；丰
镐的国风吟得你意气风发；未央的宫灯照得你神采奕奕。将
士的剑，挥h{无尽边关意；思妇的泪，酿出无数离别情。庙
宇下的风铃随风摇荡，伴随着远方的黄钟大吕之音直贯苍穹。
你的情，编织了无数醉人的梦，引得世人深陷在那个无言的
传说里。

我默默地抚摸你的城墙，想再闻一回浅吟低唱。回看轻罗小



扇扑流萤，你叹息了吗？再听长笛一声人倚楼，你哽咽了吗？
护城河的柔波摇碎了月亮，恰如你的盈盈眼波，带着一抹无
声的笑。我恍然大悟了。这里不过是西安，哪里是长安？长
安，依旧在泼墨山水里，在绣娘指尖的金线流光里，在太白
的侠骨柔情里，带着那份神秘邈远的静，守护无数遥远的秘
密。然而若要融入此梦，亦需使自己静心，枕琴声醉于此间。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长安。

不是长安

这篇文章是在考场土约用一小时写成的，但它的知识储备却
需要许多年。古人说，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器——只要金
属熔化了，倒进模具里一铸即成。所以说“劳于读书，逸于
作文”。同学们写文章干巴巴，没东西，主要原因是不读书，
肚里没货。本文化用许多古诗名句：“舞殿冷袖”“春寒赐
浴华清池”“青鸟殷勤为探看”“回眸一笑百媚生”“轻罗
小扇扑流萤”“长笛一声人倚楼”等，妙语连珠，自然流畅，
含蓄隽永。

中国传统文化班会篇九

1、弘扬优良传统，感悟优秀文化，创建魅力家园。

2、学古人文化，成今人圣德。

3、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做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发
展。

4、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5、授古人之德，开今人之风。

6、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7、弘扬优秀文化传统，大力推动文化创新。

8、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9、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

10、往事越千年，传承永不变。

11、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12、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13、继承中华优良传统，发扬伟大民族精神。

14、弘扬传统文化，共建幸福中华。

15、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6、传承古文化，修身齐圣贤。

17、保护文化遗产，守望精神家园。

18、复古代文化，展今朝风采。

19、博览五千年，塑造当代贤。

20、保护古迹，是时代和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