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 家乡风俗演讲稿
(实用5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写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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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篇一

粽子做法并不单一，有豆沙的，黑米的，红枣的等，五花八
门，在端午这一天，家家都会包各式各样的粽子。

小时的回忆，爷爷摸着黑就会起床，忙前忙后，先用水把粽
叶洗净，晾干，再准备好糯米，洗净放在一边一会儿用，再
拿出豆沙，红枣，黑米放在一边。等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
开始盼着爷爷的话了。

爷爷是一个比较守旧的人，定要等到十点十分——十全十美，
而我们却不敢顶撞爷爷，只好在一旁等候。

十点十分爷爷一起身，我们就来桌前，爷爷可是一个包粽子
老手了，他一拿，一盛，一放，一包，一个粽子就包好了，
爷爷一边包，一遍不一会儿，一筐粽子就包好了，而我呢，
却把米搞得一身，好不容易包好了一个，一拿，米像一个不
听话的孩子一样冲了出来，满地都是，而大人们呢，则在一
旁哈哈大笑，爷爷却和蔼的看着我。

这包进去的，是我的快乐，包进去的是馅，是美好的心，更
是大人们对我们的关心和耐心。

没过一会儿，一锅美味可口的粽子被蒸好了，刨开一层粽叶，



吃到了那甜甜的腻腻的'味道，吃到了爷爷那辈的老手艺，带
着对岁月沧桑的处置坦然，带着对传统的毕恭毕敬，带着对
一家人的十全十美的祝愿。

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的家乡山西忻州过春节的时候，有很多风俗，今日我给大
家介绍其中的一项——蒸花馍。花馍表达了人们对完美生活
的向往，除了过年，小孩子过十二岁生日，结婚办喜事都要
蒸花馍。花馍能够捏成不一样样貌的，十二生肖，各种花鸟，
技艺高的连龙凤都能捏出来，这往往是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
艺的大好机会，一个花馍，就是一件艺术品。

我过十二岁生日时，奶奶要送给我一份厚礼，我十分好奇，
所以跟着来到厨房，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一再追问下，奶奶最
终说出了这份厚礼——花馍。奶奶在案板上撒了些面粉，拿
出发好的面，就在案板上使劲揉搓，不一会儿就揉出了一个
大面团。奶奶还说面团不能太硬，否则蒸出的馒头容易裂开，
也不能太软，否则成不了形，我似懂非懂地在旁边点了点头。

揉了好长时间，奶奶将大面团切成几小块，又开始揉起来，
我询问奶奶要做什么样貌的，奶奶想了会儿说要做十二生肖。
奶奶拽了一点面在案板上搓，越搓越细，最终在较粗的那一
端用剪刀剪开一个小口，在两侧粘上黑豆，一条小蛇便做了
出来。之后，奶奶又揪了稍大一点的'面团，捏出上下大小一
致的形状，轻轻拉出耳朵，用剪刀在靠上的面部中间剪了一
下，在中间的身子部分剪出手脚，再用红豆做眼睛，兔子也
做好了，奶奶用蛇缠住兔子，名为“蛇盘兔”，祝我节节高



升，我高兴地拍起掌来!

之后我了解到，“鱼”指五谷丰登、“龙”指时运亨
通、“莲”指喜气迎门。“花馍”这种艺术我们不应当让它
失传，应当永久保留下来，因为那是老祖宗们留下来的东西，
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去学习，去研究，去把它发扬光大!

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篇三

你们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文明一直是我们大家呼吁的对象。
尽管如此，陋习这种现象还是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出现。比如：
打架、骂人、乱扔废纸等陋习还是很多的。所以我在此呼吁
大家要讲文明、树新风，争做文明的小学生。

那文明是什么?文明是路上相遇时的微笑，是同学有难时的热
情帮助，是平时与人相处时的亲切，是见到师长时的问早问
好，是不小心撞到对方时的一声”对不起“，是自觉将垃圾
放入垃圾箱的举动，是看到有人随地吐痰时的主动制止……
文明是一种品质，文明是一种修养，文明是一种受人尊敬并
被大家广泛推崇的行为。

文明的学生，一定是讲礼貌的人。礼貌用语在他嘴边，远离
污言秽语，他懂得要想别人尊重自己，自己首先要尊重别人，
因为尊重他人与尊重自己同样重要。

文明的学生，一定是有着良好卫生习惯爱护公共财物的人。
他爱学校的一草一木，不会践踏草坪，不会乱涂乱画，更不
会踢门、浪费水电……而且会劝阻、制止破坏行为，及时报
告。他会自觉维护校园环境，他更不会乱丢饮料杯、面巾纸、
塑料袋、纸片，而且会动手捡拾纸片等，因为他懂得环境是
大家的环境，把美好留给他人和自己。

同学们，我们播下一个动作，便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
便收获一个品格;文明已被人们放在心里的一个重要位置，时



时刻刻在与文明交谈，千万不要把文明行为习惯看作小事。
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都传递着丰富的文明信息，让我们从
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养成良好
的文明习惯，做文明学生，管住我们的口，不随地吐痰;管住
我们的手，不乱扔垃圾;管住我们我们的脚，不践踏花草。我
相信，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文明就像我们的朋友，时时刻刻
在我们身边。

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一样地方的风俗文化肯定也会不一样，
我家乡有很多趣味的风俗，下头我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家乡最
趣味的风俗之一——龙灯会。

在我们兰溪，到了正月初十，是我们那边一年一度的龙灯会。
龙灯是灯会的主灯，龙灯中最有代表性的数“桥灯”，一般
均有百余桥，长者数百桥，甚至千桥。龙头下托以木板，上
建支架，以竹箴扎于板架，成棘龙形状。灯内燃点蜡烛，色
彩鲜艳夺目。灯桥下托木板，板上设有灯架，每板两枝。龙
尾是最末一桥，呈龙尾巴形状，披以绸缎彩虹。

在那天夜里，街上都会挤满了众多的人前来观看。大家聚在
一齐，有说有笑的。一齐等待着精彩的舞龙灯。远远望去，
好像是一片黑色的海洋。我也在这片“海洋”中等待。最终，
在远方有了一片红红的灯火在这热闹的人群中蠕动。我背在
爸爸的背上，向远方眺望。“哈!是舞龙灯的队伍来了。”我
十分得兴奋，十分期待龙灯在我身边“游”过的那一瞬间。
很快，前面的人渐渐散开。只见一条体型硕大的龙，在我的
面前游现。



在我们那里，谁也不能从龙灯那里跨过，因为龙灯是具有威
严的，谁也不允许有人这样侮辱他。要是谁敢这样做，指不
定是一份打。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龙灯会，是不是很趣味呢，如果有机会，
必须要亲眼来看看，相信你必须会喜欢这个趣味的活动的!

家乡传统风俗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每个人都有家，即使是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应该也能体会
家的温馨。可是，我的家与其他人稍有点不一样，从小父母
就不在我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带大的。

幼儿园的时候，因为都是爷爷奶奶来接我，小朋友们就说我
没爸妈。这如同一个小疙瘩，在我心中留下阴影。疙瘩长在
身上会慢慢消失，而生在心中却很难抹去。许多时候，幼小
的我常常淡然地看着窗台，让风拂去我这个年龄似乎不该存
在的一丝悲伤。

虽然妈妈会经常来看望我，给我带好吃的东西、买好看的衣
服。她以为这样就能满足我的需求，可是错了，我不要什么
好吃的、好看的，我在乎的是妈妈能多陪陪我，能与我多说
说话。呵呵，这也许就是命运在捉弄我吧!小学那么勤奋地学
习，为的就是能让妈妈表扬我，就那么简单，可总是没有好
的结果。

在我的脑海中，爸爸的样子是模糊的。我后悔当初他从外面
回来的时候，没有好好地看看他，现在几年没见，也怪想念
的。我只知道我和他长得很像，妈妈说如果我鼻子也像爸爸
的话，简直就是同一个人了。他总是打电话来问我身体怎么



样、学习紧张不紧张，告诫我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我的心里，
爸爸是慈祥的，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爷爷奶奶是我最亲密的人。他们将我从无知的幼年带入少年，
进而慢慢懂事，尽管有时也会有点小任性。回忆起以前度过
的艰难生活，我感觉苦中带甜。嘿嘿，爷爷奶奶，我永远爱
你们。

其实，我和大家一样，是个平平凡凡的人。我努力将生在心
中的疙瘩改为长在身上，希望也会慢慢退化，以至消失。我
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因为他们
是我最亲的人，我爱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