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汇总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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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
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
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一

阳光洒落在幽静的花园里，梧桐叶斑驳的影子落在我身上。
我席地而坐，膝上摊开一本厚厚的《论语》，不停地读着、
背着，一股清新、淡雅、古朴的墨香沁入心脾。身旁，一只
又一只小鸟儿飞来飞去，美丽的歌声时而婉转动人、时而清
脆动听。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国学教我们学习方法;“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国学教我们为人处事;“百善孝为先”国学教我们
孝敬之道。

中国文化，就是风雨中坚忍不拔的大树，无论有多大的困难
都无法将他打败;就是风雨时同舟共济的努力，团结一心用爱
温暖每一个人;就是风雨后七色的彩虹，只有在与困难搏击之
后才会显现。

其实，中国文化就在我们细小的举动中流露。在早上，妈妈
耐心的叫我们起床;上学路上，不随便攀折树木;学校里，见
到师长礼貌问好;上课时，谦虚认真地倾听;课间，朋友互相
帮助，不耻下问……国学并不是一定多么深奥的哲学，而是
在最细微中体现的。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确如
此，但是腹有诗书却不能够真正做到书中所讲，岂不是变成
了书呆子?!现在的人，大多都是一肚子学问，却显得特别肤
浅，是他们学问少吗?不，是他们做不好。在如此发达的21世



纪，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知识型人才，之所以把“高素
质”放在前面，是为了强调文明、礼仪、帮助、关爱、感恩
等素质的重要性。而这些素质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来自中国文
化，这些中国文化，就是大家所说的国学。

中华五千年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21世纪中国文化，
就在我们手中!让我们共同传承，让我们发扬光大!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二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印象中总觉得端阳是全国传统人文节日中最人性化的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不仔细考虑，我就知道无论是元宵节还是中
秋节，再加上近年来法定节假日地位的明确，大多源于特定
的民间传说、民俗、阴阳观念或童话故事。和源于真实历史
的端阳一样，主题是纪念和珍惜关心全民、关心天下的士大
夫。几千年来，在端阳节的延续过程中，其伴随节日的纪念
形式和活动日益完善和固化，如包粽子、做香包、挂菖蒲、
挂艾叶等。龙舟比赛在黄淮以南的广大地区也很受欢迎。比
较这些内容，也可以说明端阳与其他民间节日的异同，即除
了祈求顺遂、幸福、安康的人文主题外，更突出了生命不息、
向上奋斗、坚强奋斗的激越情怀。

我老家在东北，东北人过端阳的做法不着边际，尤其是南方，
那么多姿多彩，那么隆重。我觉得有很多原因，自然条件，
人文历史，地理位置。自然，在统一庆祝的民间节日中，地
球的一边和人民的另一边有自己的规则和遵循自己的习俗是
正常的。在像农历除夕这样的节日里，北方人注重守着除夕，
围着炉子玩。他们有了孩子就吃饺子，南方人则互相走动，
打牌搓麻打社火，第一天早上吃元宵。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领导、老师：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传承中华美德，做文明少年》

时间如水，生命如歌。

21世纪的朝阳已冉冉升起，历史飞越，谱写着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辉煌，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代
代传承的美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自
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气，“厚德载物，道济天下”
的广阔胸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浩然正气，等等。

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美德就熔铸在团结统一、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我们不能忘记!

无数的中华儿女，一代接一代，传承着中华美德，传递着中
华民族奋进的圣火。

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不难看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

忘不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杜
环侍老。

忘不了，“凡人之所以贵于兽者，从有礼也”的孔融让梨。

忘不了“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
敬诸”的陶母拒鱼。

忘不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朱冲还牛。



古人如是，今天亦如斯，只因美德在我心。

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发、立志，改革、
创新，勤学、好问 ，勤俭、廉正，敬长、知礼等传统美德已
经深深的植根在我们现代人的身上发芽、生长。

君不见生死关头舍生忘死救学生的最美女教师张丽丽，用无
私大爱谱写着人生的赞歌。

君不见在死亡旅途的汽车上，肝胆破裂的吴斌，危急关头，
强忍剧痛。

你用生命中的最后1分16秒完美的诠释了作为一名普通司机的
责任与担当，用生命为我们树立了坚守岗位、舍己为人的光
辉榜样。

君不见航空报国英模”罗阳，铁肩担起报国志，用生命诠释
航空情怀!

然而，在传承美德的路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诸多难堪与困惑。

某些人总是感叹“世风日下”，在这个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
社会，道德是否真的一再贬值呢

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
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
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与一个有“礼仪之邦”
之称的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
行文明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
关键所在。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

”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传
统美德和民族精神。

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
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
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

这种自觉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
在世界的东方一路前行。

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
神，我们义不容辞!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高一(1)班的谢点点。

今天我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传承中华文化》。

同学们，《名侦探柯南》《海贼王》这些著名的日本动漫你
们一定不陌生吧!少女时代，

exo这些韩国著名歌手组合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再说到美国的
好莱坞影片，贝克汉姆，梅西等运动明星你们也一定耳熟能
详。

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了这个美丽绚烂的世界。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交流的逐渐频繁，外来文化
渐渐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是同学们你们在追逐外来文化的同时，是否忘记了，忘记
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汉字，忘记了瑰美华丽的诗词歌赋，忘记
了古代先贤具有哲理的谆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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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
理念，以和为贵，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
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扶正扬善，恪守信义
的社会美德，无不凝结着前人的心血智慧和思想精华，无不
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无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
深层的精神追求，无不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示。

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精神，几千年始终延续发展，成为维系
名族成员的心里纽带，成为振奋名族精神的力量源泉，成为
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精神支柱，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
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对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起
到了巨大作用。

近年来,“洋节热”现象层出不穷，而许多人对我们的传统节
日却有些冷漠，了解也甚少。

2005年11月，由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于巴黎时间24日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

一度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之争以韩国胜利而告终。

同学们，挽救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刻不容缓。

而实现中华传统文化雄起的主力军正是作为新一代青年的我



们，更是作为拥有一腔爱国热血的天一学子的我们。

我们要在广征博采的基础上，廓清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认真
挖掘提炼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价值。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同时，把有益的外来文化同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融入
中国文化元素，打上中华文化烙印，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
格，使中华文化始终立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世界的未来将由我们缔造，让我们在中华文化精神的熏
陶下，刻苦学习，顽强拼搏，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努力吧!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中华美德—弘扬民族精神》。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经典古籍构成了它的核心。

经典古籍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奋斗的历史，而且传承着中华
民族的基本精神。

中华文化被称为伦理型文化。

它的精华被世界誉为中华美德。

它对于增强民族内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整合群体价值、协



调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传统美德有着丰富的、系统的内容。

它包含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个人与他人
的关系，例如：“与人为善”，“诚信待人”，“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个人自身修养的问题，例如：“志存高
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等;而且把个人、集体、国家联成一体，例如：“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样一种伦理价值体系，在别的国家是很少见的。

中华传统美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今天，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是因为： 第一，社会的现代化带来了价值观念的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要不要保持传统美德，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
问题。

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思想体系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新的生产
关系的建立必然要伴随新的价值思想体系的建立。

但是，新的价值思想体系的建立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在对
旧的价值思想体系的批判和改造中发展起来的。

今天我们提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就是要把中国传统价值思
想体系中的`优秀精华发扬光大，把它和现代化结合起来，创
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理论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特色在
哪里?我的理解，一是社会主义的，二是有中国文化底蕴的。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有特色。

第二，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带来了许多外来的，特别是西方
的价值观念。

“麦当劳文化”正在浸蚀着中国文化。

对于西方文化，包括它的价值观念，我们不是一概排斥，而
是要加以选择和改造，选择先进的优秀的精华，例如他们的
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开放意识、进取精神等。

同时要摒弃一切腐朽落后的，或者适合于西方而与我国国情
不符的价值观念。

弘扬中华美德就是要振奋民族精神，抵制一切不健康的价值
观念的浸蚀，树立健康的社会主义新美德。

第三，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现状迫切需要加强中华美德的
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道德教育中存在理想化、空泛化、形式化的
缺点。

青少年知道一些空洞的大道理，但对最初步的道德要求却不
清楚，不实行;不能判断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有的甚至还
受到社会上丑恶行为的影响。

因此极需要告诉他们中华美德是什么，让他们知道中华民族
创造了中华传统美德，同时又是在中华传统美德的哺育下壮
大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要建设祖国，复兴中华，需要身体力
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
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道德。

今天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努力学习，明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做出贡献。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用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这20年中，我们现在在校学习的青少年将成为祖国建设的
骨干，他们的成长将关系到中国传统美德能否传承下去，关
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问题。

中华传统美德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从小让他们身体力行，
形成习惯。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就懂得这个道理，为了让少年儿
童牢记各种行为规则，编写了许多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读
本和格言。

例如《三字经》、《千字文》等，一方面让儿童识字学知识，
另一方面学习传统美德，身体力行，铭记在心，从而形成习
惯。

这些读本今天当然不能再用了，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但
是其中有许多代表中华传统美德的格言还是应该传承下去。

因此，我们应该有新的读本，选择代表先进文化的中华传统
美德的格言编纂成册，让青少年广为传诵，并指导他们努力
实践，从而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因此，高等教育出版社汇编出版《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丛
书》，很有意义。

选择经典古籍中适合青少年阅读并具有时代生命力的内容，
让青少年阅读背诵。

有些内容可能青少年一时还不能理解，但随着年龄学识的增
长，他就会懂得其中深奥的道理。



我小时候也读过一点四书五经，如小时候背《大学》，“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当时并不明白，
现在才理解它的教人做人的道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小时候读《论语》时背诵的，
现在成为我的座右铭。

可见，小时候趁记性好的时候读点、背点古籍是很有好处的。

当然，我不提倡如过去意义上的读经。

中国的四书五经主要内容是宣扬封建道德，与今天倡导的民
主和科学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经典中不乏待人接物的公共道德和教人修身养心的道理，
即前面说到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这是我们今天仍然要继
承和发扬的。

古人如是，今天亦如斯。

因为美德代代相传，因为美德在我们心中，因为我们是中华
儿女。

让我们手拉手、心连心共同把文明美德传承下去，弘扬我们
的民族精神，让中华民族这朵美丽的生活之花开遍世界的每
个角落。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读完了《传承中华文化，共筑精神家园》这本书，我
知道了：当今的少年儿童应当要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化作自己
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弘扬时代精神，紧跟时代步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我知道
了：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总汇，是汉民族同兄弟民族在不断融合中共同创造的宝
贵财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着5000年的悠久
历史；我知道了：从诸子百家到四大发明，从四大名著到数
学医学，从书法绘画到建筑水利，无不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
的光芒。我知道了，孔子、老子、屈原、司马迁、李白、苏
轼、关汉卿、曹雪芹······他们用不朽的名篇在史册
上写下了闪光的名字。而在其中，我最敬佩的就是孔子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
家、政治家。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开创了私人讲学的先
河。孔子有弟子3000人，其中出色弟子72人。他带领弟子周
游列国14年，晚年修订了六经：《诗》《书》《礼》《乐》
《易》《春秋》。这是孔子的简介，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孔圣
人的伟大。然而，他真正让我崇拜的地方在于他不在乎冉雍
家境贫寒，接受他，还让弟子们改变对冉雍的看法，让冉雍
愉快的学习，而冉雍也不负重望成为了“孔门十哲”之一。

“至圣先师”孔子令我们崇拜，所以，我们要学会做一个像
孔子一样的人，即名声远扬，又不会歧视那些弱小的人，只
有这样，中华传统美德才能传下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
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出色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
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
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依托、共同传承、共同发扬的文化精神和
价值观念的总和，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财富。
正因为有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营造的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家园，
才使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发展壮大有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这本书读完了，复杂的心情化为了一句话：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



传承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五

20__年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在这喜庆团圆的美好日子里，
龙江县通过开展各种主题迎庆活动，为“中秋”增添喜庆祥
和、浓厚和谐的节庆氛围。

一、开展“心系弱势群体，爱洒浓情中秋”慰问活动

为了让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充分感受
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在“两
节”前夕，龙江县组织开展了“心系弱势群体，爱洒浓情中
秋”慰问活动。活动中，为他们送去了米、面、月饼等生活
必需品和节日慰问品，并与他们亲切谈心，详细询问他们的
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积极鼓励他们乐观生活，
好好学习，让他们共享节日的快乐。

二、开展慰问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活动

国庆、中秋两节前夕，龙江县各单位、各部门组织干部职工，
登门慰问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职工。他们向老同志们
转达了县委、县政府的关怀，详细了解老同志的生活情况，
认真听取和征求老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老干部们真诚地表达了对县委、县政府及单位领导的谢意，
对单位今后的发展和管理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纷纷
表示，将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龙江县的发展，多做力所能
及的事情，继续发挥余热。

三、开展“迎中秋、庆国庆、颂祖国”主题教育活动

1、组织开展传播中秋文化教育活动。为了让广大青少年学生
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增强浓烈的爱国之
情，“两节”前夕，龙江县在各中小学校中，组织开展
了“迎中秋、颂祖国”系列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开展讲中秋
故事、说中秋习俗、读中秋赞歌、赏中秋诗篇、送中秋祝福



等系列教育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了解了中秋节的由来、
中秋节的意义等知识，丰富了学生们的传统文化知识，感受
了节日的氛围，增强了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2、组织开展迎庆主题教育活动。在“两节”来临之际，龙江
县在各中小学校中，组织开展了迎庆主题教育活动。活动注
重突出未成年人、突出人文关怀、突出营造氛围，紧紧围绕
活动主题，进一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
各族人民好的主旋律。通过开展“庆国庆”主题班会、“祖
国在我心中”集体读书活动、“红歌唱给党”、“诗文朗诵
会”、“诗词赏析讲座”、“优秀诗歌”征集、经典诵读等
系列教育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学生传承中华文化血脉，汲取
思想精华，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做国家栋梁的决
心。

3、组织开展“我把安全带回家”安全常识讲解活动。为了让
广大学生安全的度过“十一”长假，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自我保护能力，两节前夕，龙江县各中小学校开展了“我把
安全带回家”安全常识宣讲活动，通过向学生们讲解消防安
全知识、文明交通规则等知识，进一步让学生们了解和掌握
了基本的安全知识和自救方法，为欢度两节提供了必要的安
全保障。

4、组织开展走访留守学生和单亲家庭学生活动。为了让留守
学生和单亲家庭学生能愉快的度过双节，龙江县各中小学校
组织教师利用假期时间，走访留守学生和单亲家庭学生。教
师们详细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询问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并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自强自立，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和学
习中遇到的困难。

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为在全县范围内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两节”期
间，在休闲广场、八一广场、爱民广场及乡镇农村群众文体



活动场所，组织开展了秧歌表演、跳集体舞、文艺演出等多
种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增添了节庆氛围，丰富了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

通过系列主题活动的开展，在全县范围内形成了健康和谐的
迎庆氛围，展现了全县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达到了爱
国主义教育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