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优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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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一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____》。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
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
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
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
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
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佛教、道教等。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
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似乎无从谈起。“博
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
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
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
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首先，我们应该从精神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长期积淀，形成为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
到了社会心理的深层，她的影响随处可现的。只有深入学习
弄通弄懂传统文化，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在深入了解传
统文化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
性地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实新的时代内容，使之不断完善
发展。

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诚信、感恩、孝道、仁德、慈爱、
正气、勤学、节俭、修身、立志等等的弘扬，浓缩了传统文
化立世做人荣辱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和谐理念作
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特质，为儒家、道家等研究和论述，成为
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灵魂。和谐理念跨越时空，在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墨、道、法、
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
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
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
静处下，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
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
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
关系正确定位，在大一统的格局内，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
和谐。兵家讲求“令民与上同意”，强调“先和而造大事”，
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
视“和谐”为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就是这种优良传统，如温
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的美德，再如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这些传统精神世
上其他民族所无法匹敌的，也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

其次，我们要从文化内容上弘扬传统文化。



翻开中国的历史长卷，综观而得的尽是璀璨的星火：远古神
话的浩大纯美，诸子散文的洋洋洒洒，辞赋经文的博大精深，
唐诗宋词的经典奇葩，辉煌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
最发达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
萌生期、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
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缺少人文精神的民族最终
会走向虚无、走向异化。如此说来，当前国民对传统文化的
追随，便是民族凝聚力逐渐增强的体现了，由此可见，诵读
千古美文不仅是正确的，也是极其必要的。我们要主动、积
极地阅读文化典籍，欣赏文学作品，考察文物古迹，真正了
解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我们虽不能全盘吸收，可我们有义
务把它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我们的资本和骄傲。

另外，我们要多从艺术形式上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过程中，为我们民族积淀
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素材，主要体现在汉字、传统精神、传统
图形、水墨意境、传统手工艺等各个方面。从商周青铜器到
汉代工艺品，从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到古朴优雅的宋代瓷
器，从明代苏绣到清代家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工艺历程。
再看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建筑艺术、民间艺术，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随处可见的中
国古典建筑、太极图纹、画像石、金石篆刻、蓝印花布、木
刻插画、脸谱文化、民间剪纸、装饰纹案、书法文字等。都
是最能反映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既有高品位的中
国文化内涵，又有符合世界当今潮流的崭新样式。如果真正
了解了这些艺术、形式就能反映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神。
我们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
精髓，使之发扬光大。



“传统化”和“本土化”的回归，是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
进，与世界接轨的渠道，同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是我
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思，甚至可以说更是一种责任。
只有使中国不断的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并积极的宣传中国文
化，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才是中国真正腾
飞的时候!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二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叫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弘扬传统文
化》。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义方，教
五子，名俱扬。”国学像一阵春风吹进我们的校园，吹进我
们的课堂，吹进我们的心灵，了解传统文化，提高自身修养，
弘扬传统文化，美丽情满中华。

神州大地，国家传承千年，何为国学？那就是“滚滚长江东
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长河中中经得起时间洗炼而深
沉下来的能够在千百年还能给人以深刻启示，从中受益的精
神财富，文化深沉。

《弟子规》教导我们人们生活的规范，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
规范，“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句虽短，意深
刻。

孔子关于学习和交友的态度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三
人行，必我有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第一句意为几个人走在一起，其中必有可
以做我老师的人，第二句告诉我们要勤奋努力学习，多向别



人请教，第三句告诉我们要真诚对待朋友，这些话虽出自二
千年的孔子之口，但至理名言，意义深刻。

正所谓：“海纳百川容乃大”，我们若想具有高山的雄伟和
大海的渊博，就必须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点滴。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国学里有太多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人生智慧，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我庆幸洪小的浓浓书香浸润了我，让我深刻感到浓浓传统文
化的熏陶，我明白学习国学经典，就是要以史为鉴，以古为
镜，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实现人生梦，实现中国梦！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叔叔阿姨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xx》。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载体。
“武术可以说是源于流长、穷其内容，是博大精深！它不仅
是一种健身技艺，而且是一种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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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们的家长都会担心小孩会用武术打架，其实，我们学
习中华武术，不仅是强身健体，而且对进一步传扬我国的传
统文化是一件大好事，“太极八卦连环掌，中华有神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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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就是坚持有破有立。

传统文化的优秀性。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
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
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
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主权”的
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
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
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士官阶层，没有
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
意识。皇帝讲究的是分封诸侯，家庭讲究分家单过，因此中
国人很难出现那种跨国超大型企业，考股份这种形式把分散
的资产联合起来在中国则变得更加艰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摈弃的。



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
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
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
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
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
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学
校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
从低年级的《论语》、《三字经》，到中年级的《千字文》、
《唐诗》道高年级的《宋词》、《名人名言》。要求学生每
天利用晨读时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理解内容，注重理论
实践结合，阐述表达现实意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
“知而行”，从而完成“行更知”的德育途径。以校园环境
建设为导向。学校不仅要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教
材及图书，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
造。结合班级的特色，把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传统美德的学习
结合起来，有批评，有表扬，有反省，有鼓励，有悔悟，有
希望，真正实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我国传统美德文化
的精华，将中华传统美德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在自主
创新中深化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要适应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注重在思想品德课中渗透品德修养教
育，在社会与生活中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语文课中升
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在音乐美术学科中身渗透情感
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
青少年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传统美德的认识及深化。



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使传统美德深入人心。

利用重大节日，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
美德教育。学雷锋纪念日的学生实践活动，“三八”妇女节
母爱的教育、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等。

为了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的教育理念，注重传统教育与
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把传统美德的理论结合自己的
实际生活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

以家庭和社区为阵地。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思想教育的第一
课堂，家庭教育在孩子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重
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成立家长学校，定期为家长开设
家校课堂，指导家长的家庭教育，为家长的家庭教育提供科
学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形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逐步向
家长宣传和渗透传统美德教育内容。

在传统美德教育的初期，采取孩子做、家长看、共同感受中
华美德的方法。开展“三说三做”活动，“三说”即说三句
话：“您好、您辛苦了、节日快乐”。“三做”就是做三件
事：“鞠躬、让食、抄三句话”。要求学生完成规定动作，
写下活动的感受，同时，要求家长虽然不参加活动，但要写
下看到孩子参与活动后的感受。

在传统美德教育的中期，采取孩子做，家长同做的方式，共
同实践中华美德。开展以“我和父母同做”为主题的传统美
德教育活动，由学生和家长一起探讨。紧紧围绕“忠、孝、
礼、诚、信”等内容，坚持明理、激情、导行的原则，使孩
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明白为什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让他
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
自尊心和自豪感，并通过时间参与，让其知道怎样做才能继
承和弘扬中华美德。顺利推进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只有大力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和
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倡导一切
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
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
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导青少
年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
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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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稿篇六

尊敬的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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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的愤怒，而是要自己首先重视
自己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直对祖国的文化保有高度
的热情。利用各种媒介，多多的宣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性，对国人从儿童时期起就教导他们重视，让更多中国人重
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非盲目吸收别人的东西。政府也应该
重视传统文化，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起步。加大传统
文化在民间的教育宣传。这种高度重视的意识，从官府传递
到民间，从我们这一代传递到下一代，我们国家的文化还会
丢吗？小小韩国还可以这样张扬跋扈却可以屡屡得逞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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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