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传承发言稿(优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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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传承发言稿篇一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们在六班（1）国旗下演讲的主题是“缅甸的老朋友，
弘扬传统”。这个星期四是端午节。端午节是中国一个古老
的传统节日。相传端午节起源于古代楚国人，他们舍不得放
弃自己的贤者屈原葬身江中，划船追赶打捞。之后，他们每
年5月5日划龙舟，纪念屈原。

端午节不仅是龙舟比赛，也是吃粽子等传统活动。通过各种
纪念活动来纪念屈原，表达人们对屈原的同情和崇敬，赋予
端午节深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结。虽然屈原已经去世两千
多年了，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主要是学习他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以及他“与日月争
光”的人格。“天下浑我独，天下醉我独”是他的气
节，“路漫漫修远忙，我上下寻”是他的大力气。他优雅如
菊，圣洁如莲，他强大的精神力量颂扬后人，激励无数中国
儿女前进！我们崇尚的是屈原热爱自由与和平的精神，面对
危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精神。
要体会到屈原对国家人民的深情，对脚下辽阔的土地的深情。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是不能丧失的。我们不仅要
记住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美德，还要从书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这样才能更有助于美德的弘扬！与屈原不同，我们生活在一
个繁荣的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和睦。在这个繁荣自信的新



时代，我们应该学会爱国，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最后，我用屈原的话送给了所有的同学：“玉可以碎而不换
其白，竹可以黄而不毁其节。”我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
互相鼓励，为中国的崛起而学习，成为一个能够努力工作，
为祖国建设做出贡献的人。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文化传承发言稿篇二

大家好!

提起端午，人们不由想起令人垂涎欲滴的粽子；想起趣味横
生的龙舟。而我则不同，一首流传千古的《离骚》；一
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言壮志，
已使我无暇可想。

先生怀着一颗赤胆忠心，踏上了一条为国为民的不归路，他
以自己渊博的学问，博得了楚怀王的赞赏，受封之时仅二十
多岁。初出茅庐的屈原，已对当时政治局势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倡导举贤受能，富国强兵，指点江山，力主联齐抗秦。他
以机制雄辩的说服力，联合各国，建立六国联盟，消除秦国
威胁，挽救祖国危亡，革除弊政，消除人民疾苦。

那些担心屈原的改革计划会使他们失去权势的高官奸臣们，
倚仗楚王宠妃的势力，加害屈原，致使意志薄弱的楚王罢免
了屈原的官职。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先生只好通过写
诗来表述他的希望，记述他的悲痛与不满。几部脍炙人口、
忧国忧民的不朽诗篇相继而出，独具风貌、影响深远。

含泪水的眼望了望方西下的夕阳，伴随着一首悲歌，投入江
中。



古往今来，秋依旧，汨江水泠泠，屈原先生走了，留我的只
有歌和念？当然不是，留我的是一定的国之心，一种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的精神。愿种精神，可以永人。

文化传承发言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再过几天，端午节将是我们的传统节日。相信大家都知道端
午节的由来。这是一个纪念中国著名诗人和爱国者屈原的节
日。

屈原是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生活在一个战争频
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在列强东张西望的情况下，楚
国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仍然固守旧规，没有改革的野
心，在国力上远远落后于主张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统
治阶级面对连年战争失败，以伐地换和平，采取了偏袒和漠
视国家存亡的方法，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
主张在中国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这冒犯了旧贵族，遭到了
诋毁。

面对压力，屈原坚持宁死不屈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
中表现出高尚的气节和真诚的爱国主义。

这片穿越了两千年时空的冰心，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

两千年后，当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时，我们提倡什么？
我们崇尚的是屈原热爱自由与和平的精神，面对危机以天下
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精神。要体会到
屈原对国家人民的深情，对脚下辽阔的土地的深情。



与屈原不同，我们生活在一个繁荣的中国。国家富强，人民
和睦。在这个繁荣自信的新时代，我们应该学会爱国，知道
胸前的红领巾来之不易，学会珍惜宽敞明亮的教室，珍惜我
们的学习机会，甚至珍惜我们似乎应得的温饱。这是因为我
们的父辈，甚至我们的先辈，抱着爱国的思想，向往幸福安
宁的生活，一扫战后弥漫中国人民的阴霾，抛头颅洒热血为
我们而战。

文化传承发言稿篇四

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端午节遐想”。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
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很多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屈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
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搞秦，遭到贵族强烈反对，屈
原去职，被赶出成都，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
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河》、《九歌》等不朽诗篇，
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屈原眼
看着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
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绝笔作《怀沙》后，抱石投汩
罗江身死，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汩罗江去凭吊
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边来回打涝他的真身，有些渔
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等食物丢进江中，说是让鱼龙虾蟹
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效仿。后
来因怕饭团被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树叶包饭，外缠彩丝，
逐渐发展成我们今天的粽子。自此，每年的五月五日便定为
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叶、香满堂；吃粽喝白酒，龙舟下水喜洋洋；



这些都已成为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

端午节既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更是我们的魂，虽然
并没有因为别国的强大而抛弃自己的故土，也未因为自己人
生的不如意而投奔别国，他的忠是一种广义的爱，一种大爱，
一种永恒的爱，不计报酬与代价。

同学们，美丽的校园需要我们的爱，祖国需要我们的爱，让
我们携手并肩，努力学习，抓住课堂上的每一分、每一秒紧
跟着老师的脚步，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用优
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回报老师，回报母校，成为祖国明天的
希望！

文化传承发言稿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端午节之屈原!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
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
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
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
《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

公无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
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
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
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
三年后客死于秦国。

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



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
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
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
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
舟）人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
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
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

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
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
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有的
还在小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
敢来伤害他们。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
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
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