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精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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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
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一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班是由38名同学组成的小家庭，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
我们以青春为飞向梦想的翅膀，以执著为实现梦想的钥匙，
而我们始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必将在人生道路上绽
放光彩。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我国在推动世界
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而这是我们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我们生活
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以传统节日、传统风俗、传统建筑等
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是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长期积淀。再过不久，冬至将如期而至，它是我们中
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早在二千五
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
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时间在每年
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
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还有吃饺



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谚语：“冬至到，吃水饺”。冬至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过中华传统节日也是我们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

其实不只是冬至的饺子，还有那端午里激昂的龙舟、新年里
燃起的鞭炮，以及那维吾尔族优美的舞姿、壮族动听的山歌，
这些无数种传统文化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今天充满魅力的中华
民族。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崭新的一
代，长城让我们更加坚强，黄河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传承了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未来属于我们，
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为我们中华民
族而奋斗不息!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习老子《道德经》，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目的是要把我的学习体会告诉大家，与大家
一起分享，互相交流，共同勉励，促进我们高职教育深入发
展。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老
子的《道德经》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它博大
精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揭示了事物的产
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学习《道德经》，对于加强文化建
设，提高人们素质，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道德经》里的道指的是规律，道家认为“规律是自然的，
变化的，不为人所控制的。”要“充分尊重规律，然后才是
利用规律。”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辩证思想，全面体现了我
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探索与思考，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道
家对规律的认识，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且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
造世界、利用世界的有力武器。道家对规律的科学认识，从
小的方面说，对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具有指导意义;从
大的方面说，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久远的指导性。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德。”这句话告诉
我们，不管别人是善是恶，都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美好的
品德。它的真正涵义是，不仅在于教善人和圣人如何不与不
善人同流合污，而是要教善人和圣人如何教化不善之人，使
人改恶从善，最后达到人人向善修道，天下太平。所以，我
们学习老子这句话后，在与别人交往时，不能以自己的原则
去判断别人，然后决定是否与之交往;而是在积极与善人和圣
人交往，向善人和圣人学习的同时，也要与不善之人交往，
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去教化不善之人，使大家都成为善人。
如果我们的社会真能做到这一点，将是一个和善社会，给每
个人带来无穷的幸福，享受人生的快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
于足下。”这是《道德经》中很有影响力的句子，也是被人
们广泛传诵的。它告诉我们，任何伟大人物的成长，任何伟
大事业的成就，都是从细小做起，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
不断耕耘。任何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的想法都要不得，也是
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每个人要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
人生目标与人生价值，就必须记住老子这句话，做到“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认认真真学习，兢兢业业工作，朝着既
定目标，一步一步迈进，那就能干出一番事业，不虚度人生，
实现辉煌。

各位领导、老师们，教师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
传播者和建设者，是学校工作的主体，是学生成长前进的领
路人，身为教师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大责任。所
以，在当前中央号召加强文化建设的浓厚氛围中，我们教师
要静下心来，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要多学习《道
德经》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提高自身素质，争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三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早上好!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传
人，我们身上流动着同样的血，学习着同样的文化，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着人类进步，为人类培育出一代又一代
英雄儿女，我们中华儿女应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一提到中国人雷锋，这可能都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吧，中国的
军人们，都是具有像雷锋一样的品质，都是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我们头顶一颗闪亮的红五星的军人们，有着时刻关心
我们的军人们，难道你没有看过关于我国的军人们的连续剧
吗?个个都是那么的严肃、庄严、朴实、勤奋、英勇的人，都
是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关爱人民的精神，这也是值得大家学
习的吧!

保护环境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现在我们中国爱护环境
的人也更多了，祖国也变得更美丽了，像我们得学校，也变
得更干净，更美丽，更漂亮了。

要做到我们中国这样的传统美德，就像一个有爱心，有思想，
有文明的人。要坚强，要诚实，要守信，勇敢，才能成为一
个真正的英雄了。

爱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多少爱国
英雄为保卫祖国，为国家的荣誉，牺牲自己的利益，贡献祖
国。1851年，吉鸿昌将军赴美"考察"。那时候，中国人被西



方人看作"劣等民族"，有些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有一
次，吉鸿昌将军去邮局寄包裹，邮局的职员知道他是中国人，
竟轻蔑地说："’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随行的人也埋怨
他不该暴露自己是中国人，还说："只要说’我是日本人’，
就什么事都好办了。" 吉鸿昌将军顿时怒不可，当面斥责道：
"什么!你要自称日本人?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我是顶天立地
的中国人!"他回到住处，当即制作了一块木牌子，上面写道：
"我是中国人!"，并把它佩挂在胸前，昂首挺胸地走在大街上。
好一个"我是中国人"，体现出了吉鸿昌的爱国心。

我们作为一名学生，我们的责任是认真学好科学知识，将来
贡献祖国。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祖国的命运就是我
们的将来，我们不要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培育，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二(2)班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
统文化都去哪了》

最近一首《小苹果》在网络上爆火起来，被奉为神曲，大街
小巷都充斥着这个旋律，倍受广场舞大妈们的青睐。可是大
家仔细地听就会发现，这首歌不仅歌词简单、旋律也很平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呢?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是因为当
今多元的文化潮流淹没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曾几何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华夏文化如皇冠
上的钻石，在世界文化中熠熠生辉。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
哲学，还是汉魏名家的传经事业;无论是韩柳欧苏的道德文章，
还是陈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诗人屈原的忧患独叹，还是
樵夫慧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从甲骨文、隶书、篆书、楷书到



草书;还是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时期的小说。无一不洋
溢着真善美的乡土芬芳、平民情怀和人伦大爱，无一不体现
出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苍生万有
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的中华传统文化。

可是到了现代，这么灿烂的文化却在我们手中一点一点模糊、
埋没，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我们的近邻——韩国，一个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小国，却在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从“端午祭”申遗到“汉字之
争”，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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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果是，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当我们很多人都在责怪
韩国人的剽窃行为时，是否能理性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
省自己呢?韩国正在大规模的抢占中国文化，而我们还在风风
火火地听着韩歌追着韩剧穿着韩服。看到这，或许我们就不
会奇怪韩国的申遗成功了。

时代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捷，而那些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
中国文化却渐渐地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淡忘。对西方经验的学
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意气风发的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
与世界精神，它同时也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倍受误解的
传统文明，削弱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认同和历史根源，电视、
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是造就了一个官能文化当
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

我们需要稍稍停下脚步，带着那些应该永远被传承的文化，
并不断地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也许，若干年后，我们有同
学会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
不辍，永世长青的开启着、温暖着、建设着未来无数个世代
的中国人心灵。

让那些带着浓厚的民族情结的传统文化走向更远的未来，走



向世界。

历史在期待着。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五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诵读经典文化 弘
扬民族传统。

同学们，你们读过《三字经》吗?读过《弟子规》吗?读过
《千字文》吗?读过《唐诗三百首》吗?看来同学们还是读了
不少经典文化书籍。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书籍，我们称它们
为中华经典文化书籍。除了以上这些书籍，还有很多优秀的
中华经典文化书籍，比如：、《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诗经》、《增广贤文》、中国古代四大
名著等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录
了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精神，见证了民族的灾难和复兴，它以
独特的教育功能，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同学阅读背诵的一些经典，比如《三字
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弟子规》、《唐诗三
百首》等等。现在我想考考大家，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行
不行?。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

《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事实证明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
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
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中国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孔孟思想
是最好的人学，揭示了做人做事的根本规律，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在中华的传统文化里，除了有做人
做事道理的孔孟作品以外，还有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资治通鉴》《战国策》《史记》《吕氏春秋》等等奇谋妙
术的典籍，可以说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都能学到有用
的文化知识。

从20xx年开始，我们学校领导就已经决定，在全校推行“诵
读经典”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校园围墙上到处
都写上了中华传统文化名言名句，还配有生动的图画，我们
的老师也在引导同学们诵读各种经典文化书籍。

在日后的教学中我们学校还会引导大家开展各种经典诵读活
动，让大家能够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自在遨游。最后，我想
引用一幅流传了很久的对联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古今来
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我愿意
与同学们共勉。

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国旗下讲话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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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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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悬
菖蒲用以驱蚊蝇、虫子，净化空气。 端午这一天，成年人还
要喝黄酒和菖蒲酒驱蛇虫，小孩子要佩戴藏有朱砂、香草的
香囊预防疾病。 这些习俗表达的是古人驱瘟避邪、祈福健康
平安的愿望。这样来看，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
节”。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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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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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学
习和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
发新的风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应该牢牢
记住和遵行我们的祖先留下的这一文明规则。今天我在此向
各位同学提出三点要求和希望：

一、做到敬老爱幼首先要做到心中有他人。

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天广地阔的。在每个人的身边
有着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父母、老师、同
学、邻居、路人等等。因为有了这些不同身份的人，我们的
生活才充满情趣，充满人气。因此，我们每位小朋友在思考
问题、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只想到自己，以
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尤其是独生子女，在家庭宠贯的背
景下，更应该注意，只有心中有他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
全的人。

二、遵行敬老爱幼的文明规则，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
起。

众所周知，做任何一桩有意义的事情，都需要从身边事做起，
从小事做起。同样，要真正履行尊老爱幼的文明规则，自然
要从小事做起。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你要爱护他，比自己年
纪大的人你要尊敬人，跟自己是同辈的人，包括同学、玩伴
等，你同样要尊重和理解别人。这里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
父母包括家庭中的其他亲人，他们是你接触最多的人，你是
否力所能及地帮忙干活;是否体谅他们，包括饭菜做得不合你
口味、没给你钱买零食等小事;是否对父母的劳累有感恩之意，
包括说声您辛苦了、给父母倒杯茶等小小的举动。敬老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敬老爱幼的行动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日常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能经常想到一句话，就是“我能帮
你做些什么”，那一定是一位文明人，敬老爱幼，就是在别
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乐意帮助别人，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



个感到天天幸福、处处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环境就是和-谐
的、美好的。敬老爱幼，需要我们人人行动，时时行动，这
样，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人创造幸福，人人享受幸福。

同学们，我们要时时有敬老爱幼这种意识，养成良好的习惯。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了解传统节日，热爱中华文
化》。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广袤的地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自然景色，也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文风光。有
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就连传统的习俗都是如此丰富多彩。

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冬至"这个节日，冬至是一年之中白昼
最为短暂夜晚最为漫长的日子，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宫廷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从周代起就有祭祀活动。《周礼
春官·神仕》就记载道："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这样做
的目的在于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疫疾，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
与死亡。到了唐宋时，以冬至和岁首并重。南宋孟元老《东
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
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

对于冬至，苏州一直延续古时候的传统，"冬至大过年"这一
说法在苏州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冬至这一天，苏州人就
会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斟上冬酿酒，煮上馄饨，有说有笑
的过一个温暖的冬至，在冬至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会少了卤
菜，俗语有云：有得吃，吃一夜；呒不吃，冻一夜。即富裕
之家要吃一夜，贫困之家只能干坐着冻也要冻一夜。人们不
甘心冻一夜，想吃一夜，所以就喝酒、买卤菜吃。



这可以说是南方人的冬至夜，那么北方人的冬至就没那么隆
重了，北方人并不过冬至夜，而是过冬至，在那一天北方人
会吃一碗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耳朵，吃了饺子，耳朵
就不会被冻掉了。

说完了刚过去不久的冬至，再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吧。
对于春节，南方和北方的差别也很大。

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意味着"辞旧迎新",南
方人喜欢在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北方人除了春联外，还
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到了除夕，大家围坐一起吃一顿
团圆饭，长辈会给家里的小辈一份压岁钱，听着窗外的鞭炮
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雪白的冬天也染上了喜庆的红色。

南北方的除夕较为不同的是对于小年的理解，南方人通常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而北方则是将腊月二十三日成为"
小年",在这一天需要"祭灶",北方人会煮好麻薯，供奉给灶王
爷，因为在这一天灶王爷会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的事情，为
了让灶王爷不要胡说，能够说些好听的话，人们就用又甜又
黏糊的麻薯糊住了灶王爷的嘴。

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如"上元节"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元宵节，"乞巧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节等，都有
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同学们不妨凭着兴趣去探寻一下吧。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二（2）班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传统文化都去哪了》

最近一首《小苹果》在网络上爆火起来，被奉为神曲，大街
小巷都充斥着这个旋律，倍受广场舞大妈们的青睐。可是大
家仔细地听就会发现，这首歌不仅歌词简单、旋律也很平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呢？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是因为
当今多元的文化潮流淹没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曾几何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华夏文化如皇冠
上的钻石，在世界文化中熠熠生辉。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
哲学，还是汉魏名家的传经事业；无论是韩柳欧苏的道德文
章，还是陈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诗人屈原的忧患独叹，
还是樵夫慧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从甲骨文、隶书、篆书、
楷书到草书；还是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时期的小说。
无一不洋溢着真善美的'乡土芬芳、平民情怀和人伦大爱，无
一不体现出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
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造就了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可是到了现代，这么灿烂的文化却在我们手中一点一点模糊、
埋没，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我们的近邻——韩国，一个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小国，却在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从“端午祭”申遗到“汉字之
争”，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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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结果是，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当我们很多人都在责怪
韩国人的剽窃行为时，是否能理性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
省自己呢？韩国正在大规模的抢占中国文化，而我们还在风
风火火地听着韩歌追着韩剧穿着韩服。看到这，或许我们就
不会奇怪韩国的申遗成功了。

时代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捷，而那些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
中国文化却渐渐地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淡忘。对西方经验的学
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 ，意气风发的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
与世界精神，它同时也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倍受误解的
传统文明，削弱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认同和历史根源，电视、
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是造就了一个官能文化当
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



我们需要稍稍停下脚步，带着那些应该永远被传承的文化，
并不断地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也许，若干年后，我们有同
学会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
不辍，永世长青的开启着、温暖着、建设着未来无数个世代
的中国人心灵。

让那些带着浓厚的民族情结的传统文化走向更远的未来，走
向世界。

历史在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