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民俗的演讲稿 介绍春节民俗演讲
稿(大全5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那
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我帮大
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
解一下吧。

民俗的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我的家乡过春节时有很多习俗，此刻我就给你们介绍一下好
吗?每年到了要过年的这一个月，就成为腊月。到了腊月就要
过年了，遇到的任何一个节气都和过年有关系。

腊月初八的这一天，就是喝腊八粥的日子了。这一天每家都
要做一种粥，并且都要在粥里放八样东西，有红豆、绿豆、
江米、麦仁、黑米、莲子和百合，还有好吃的葡萄干，熬出
来的粥稠稠的、甜甜的，好吃极了!不但要喝粥，每家还要泡
腊八蒜呢!听奶奶说，喝了腊八粥就要花钱准备年货了。

还有到了大年三十这一天，要贴红红的对联和放长长的鞭炮。
明白为什么要贴对联、放鞭炮吗?这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
有一个叫“年”的头生独角、凶猛异常的'怪兽，到了大年三
十晚上就要出来捣乱，夺走了很多人的性命。当它最害怕声、
光和红颜色。一天晚上，“年”又出来吃人了，他在一家人
门口看见这家人正在用竹子搭起的火堆取暖，燃烧的竹子发出
“噼噼啪啪”的响声，把“年”给吓跑了，人们兴高采烈地
欢呼起来。这就是过年贴对联、放鞭炮的习俗。



这就是我的家乡过年时趣味的习俗。

民俗的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元日》这首诗是
写人们过春节时的场面。现在已是元旦节了，春节即将到来，
它代表着辞旧迎新。春节有许多习俗，比如：放烟花、守岁、
发红包、拜年。其中我最喜欢放烟花。下面，我来介绍我在
过春节时是怎样做的呢?关于放烟花，有一个传说：古时候，
有一头怪兽，名叫夕兽。每当大年三十，它就会到处害人。
但是，夕兽非常怕放烟花时的响声和火光，所以，人们就在
大年三十那天放烟花来驱赶夕兽。渐渐地，放烟花就成为了
一种习俗。

在日常生活中，每当这一天到来，爸爸和爷爷就会到街上买
许多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烟花。它们有的像火箭，有的像
黄金，有的还像蝴蝶呢!晚上，我们一家都来到空地上放烟花。
还没下楼，我和弟弟已经迫不及待地从爸爸手里抢过了一些
小烟花玩了起来。到了空地上，我们发现那里已经聚集了许
多人。有的在放鞭炮、烟花，有的小孩在父母的带领下玩耍，
有的人则在一边观赏烟花。

过了一会儿，人少了一些。这时，大人们才终于准备放烟花
了。妈妈拿出一根像竹竿一样的烟花，点了火，交给我和弟
弟。我一手拿着烟花的中间，一手拿着顶部。开始时，烟花
口并没有什么动静，只是不停地冒着烟。

过了一会儿，我闻到了一股火药味，感觉烟花底部有剧烈的
抖动。又等了几秒，终于，一个火球从烟花口喷出，飞到了
黑黑的夜空，“砰”的一声，火球炸开了，火光像盛开的花



朵似的.向四面八方分散开，最后都化为了流星，坠落下去，
在夜幕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就这样，我放了一根又一
根的烟花。终于，该回家了。这件快乐的事情仿佛变成了一
颗洁白的珍珠，永远装在了我的记忆里。

春节的习俗不仅让人感到快乐，而且家人团圆更让人感到幸
福和亲人的爱。在春节的最后一天，我想对春节说：“春节，
你不要走!”

民俗的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人人新中都有一个“盼”字，也都有自我盼望的事，而我则
盼望着过春节。

春节是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从小时候
开始，我就盼望着过春节，因为在春节的时候，会有很多亲
棚好友来到我家，还有很多和我同龄的小朋友，我能够跟他
们一齐开心地玩，所以，我从时候就开始盼望春节。

渐渐长大一点，我还是盼望春节。这时候的原因变了，不仅
仅因为能够开心地玩，还能够放鞭炮和礼花。每当看到我亲
手点燃的“涌泉”喷射出金色的火花，我心里就比蜜还甜。
也许，我更爱看礼花。

礼花升上天空，绽开，变成美丽的图案。散落下来，渐渐消
失在夜空中。我不紧替它们感到惋惜，可是，它们的生命虽
然仅有那么短，却带给人们欢乐和幸福。

此刻我依然盼望春节，因为，我盼着拿到压岁钱。我拿着压
岁钱买一些课外书籍来看，我在书海中遨游，懂得越来越多



的`知识，获得欢乐。

一个“盼”字，代表着多少人的心愿和期盼，而春节年年有，
我也年年盼，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也许，以后，我盼春节
的原因将又有变化，但我对春节的盼望，不曾改变。盼春节，
盼望新一年的幸福与欢乐。

民俗的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春节的习俗可多了!有贴春联、贴“福”字、剪窗花等等。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等，它以工整、对偶、简
洁、精巧的文字抒发完美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
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
联贴在门上，为节日添加喜庆气氛。

春联的种类很多，根据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
披、春条等。“门心”贴在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在
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在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
不一样的资料，贴在相应的地方。

去年的春节我们家还贴了一个倒“福”字呢。春节贴“福”
字，也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民间为了更充分地体现
向往和祝愿“福气”、“福运”，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
表示“幸福已倒”“福气已到”。

“福”字倒贴在民间还有一则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当年
用“福”字作暗记准备杀人。好心的马皇后为消除这场灾祸，
令全城大小人家必须在天明之前在自家门上贴上一个“福”
字。



马皇后的旨意自然没人敢违抗，于是家家门上都贴了“福”
字。其中有户人家不识字，竟把“福”字贴倒了。第二天，
皇帝派人上街查看，发现家家都贴了“福”字，还有一家
把“福”字贴倒了。皇帝听了禀报大怒，立即命令御林军把
那家满门抄斩。马皇后一看事情不好，忙对朱元璋说：“那
家人明白您今日来访，故意把福字贴倒了，这不是”福
到“的意思吗”皇帝一听有道理，便下令放人，一场大祸最
终消除了。从此人们便将福字倒贴起来，一求吉利，二为纪
念马皇后。

春节的习俗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我真盼望春节能早日到来!

民俗的演讲稿篇五

亲爱的老师、久别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感谢各位能停下奔忙的脚步，从大洋的彼岸，从四面
八方——像十年前一样，聚首在一齐。如果说十年前的相聚
是因为缘分的话，那么这天走在一齐就应是因为常常萦绕在
心头的两个字——相思!

十年弱指一挥间，当年的轻狂年少，当年的风华正茂仍如破
土的春草般在心中不安分地萌动;当年的书生意气，当年的洒
脱不羁仍然是我们身上共同的符号。

十年的时光，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忆、去咀嚼、去珍藏，尤
其当我们走入茫茫人海，陌生的眼神将我们淹没，十年的打
拼也让我们尝尽了世间的冷暖之后，蓦然回首，发现还有一
个叫“某某”的港湾能够让我们驻足休息，还有三十九张熟
悉的面孔能够温暖我来时的路，这种真诚，这种质朴，这种
甜蜜，犹如一首悠远的歌，让我感到安静而踏实!

以前的几多欢笑，以前的几多泪水，以前的多少故事，以前
的多少梦想，校园里点点滴滴的往事一次次出此刻你我的梦



里，闪此刻我们眼前。尽管多年前因为通讯不便，我们无法
联络，尽管此刻我们因为工作忙碌疏于联系，可我们之间的
情意不变，彼此之间默默的祝福不断。哪怕人海中偶然相遇，
只“嗨”一声，这其中也不别人不曾听懂的友谊与真情。

也许你这天有了大成就，也许你此刻有了小名气，但这一切
就应归功于我们的学校，归功于我们的老师。感谢学校成就
了我们当年的梦想，感谢学校给了我们兄弟般的情谊;感谢老
师打造了某某这个优秀的班群众，感谢老师默默的关心让我
们有了这天的大出息。

再相聚，我们不谈职位高低，不问收入多少，不比谁的老公
潇洒，不看谁的老婆漂亮，我们只谈彼此十年的相知相伴，
只谈这十年的相思相念，让我们用这短暂的时光互诉我们的
情感，珍惜分分秒秒，不要让十年的别离成为遗憾!

最后让我用一首词作为结束：潇洒南湖水，逶迤凤凰山。初
夏浪漫，千里相聚快挥鞭。十载时光飞逝，几度春风夏雨，
同学尽能贤。今日揽潮起，明日立峰巅。

青春路，当铭记，莫疏闲。愿借窗前明月，清风照无眠。老
调填成新曲，短阙吟成长卷，思念到天边。一杯浊酒斟满，
难诉万千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