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大全10篇)
演讲稿是演讲者根据几条原则性的提纲进行演讲，比较灵活，
便于临场发挥，真实感强，又具有照读式演讲和背诵式演讲
的长处。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
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
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如何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就是坚持有破有立。

传统文化的优秀性。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
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比如孟子说，当一
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
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主权”的
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
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
处。

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特别是
农耕文明和官僚文化，重农轻商，过分仰仗士官阶层，没有
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文化，缺乏产权意识和诚信
意识。皇帝讲究的是分封诸侯，家庭讲究分家单过，因此中
国人很难出现那种跨国超大型企业，考股份这种形式把分散
的资产联合起来在中国则变得更加艰难，这些都是我们需要
摈弃的。

因此，我们教育青少年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时，应采
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并在校开展传统文



化教育，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氛围，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
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
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
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学
校要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
从低年级的《论语》、《三字经》，到中年级的《千字文》、
《唐诗》道高年级的《宋词》、《名人名言》。要求学生每
天利用晨读时间，饱览古今传统经典，理解内容，注重理论
实践结合，阐述表达现实意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
“知而行”，从而完成“行更知”的德育途径。以校园环境
建设为导向。学校不仅要在理论上给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教
材及图书，同时，也要注重校园环境的建设及传统氛围的营
造。结合班级的特色，把学生的日常行为与传统美德的学习
结合起来，有批评，有表扬，有反省，有鼓励，有悔悟，有
希望，真正实现了传统美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基础。中华传统美德是我国传统美德文化
的精华，将中华传统美德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在自主
创新中深化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主体，
要适应身心成长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
活、贴近未成年人的原则，深入浅出，寓教于乐，循序渐进。

以课堂教学为主渠道，注重在思想品德课中渗透品德修养教
育，在社会与生活中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在语文课中升
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在音乐美术学科中身渗透情感
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青少年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
青少年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传统美德的认识及深化。

用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使传统美德深入人心。



利用重大节日，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华
美德教育。学雷锋纪念日的学生实践活动，“三八”妇女节
母爱的教育、清明节祭扫烈士墓等。

为了更好地实现“古为今用”的教育理念，注重传统教育与
现代教育的有机结合，让学生把传统美德的理论结合自己的
实际生活并运用到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
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

以家庭和社区为阵地。家庭教育是孩子接受思想教育的第一
课堂，家庭教育在孩子思想道德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重
视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成立家长学校，定期为家长开设
家校课堂，指导家长的家庭教育，为家长的家庭教育提供科
学依据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形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逐步向
家长宣传和渗透传统美德教育内容。

在传统美德教育的初期，采取孩子做、家长看、共同感受中
华美德的方法。开展“三说三做”活动，“三说”即说三句
话：“您好、您辛苦了、节日快乐”。“三做”就是做三件
事：“鞠躬、让食、抄三句话”。要求学生完成规定动作，
写下活动的感受，同时，要求家长虽然不参加活动，但要写
下看到孩子参与活动后的感受。

在传统美德教育的中期，采取孩子做，家长同做的方式，共
同实践中华美德。开展以“我和父母同做”为主题的传统美
德教育活动，由学生和家长一起探讨。紧紧围绕“忠、孝、
礼、诚、信”等内容，坚持明理、激情、导行的原则，使孩
子和家长在活动中明白为什么要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德，让他
们了解和感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树立民族
自尊心和自豪感，并通过时间参与，让其知道怎样做才能继
承和弘扬中华美德。顺利推进青少年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只有大力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和
谐。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倡导一切
有利于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心凝聚的思想和精神，倡导
一切有利于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
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引导青少
年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
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
统文化。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二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



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
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
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
而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得、九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
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封建思想
有极大的弊端。繁琐的条条框框呆板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扼杀着人们相往自由、追求浪漫的灵魂。当然其中也不乏值
得人们称讼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尊师重教、孝敬父母、检点
行为等。新时期的道德关念大抵也是数千年来约定俗成形成
结果。正确、全面的审视文化的魅力就是在于看功大于过、
还是利大于弊。纵贯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交替、



演变、进化。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违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
意念。甚至能注定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命运。他们处于金字
塔的底层行使着受压迫被奴役的权利。显然这种现象从总体
上来说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却大大抑制了社会的向
前发展。对于这些不利于时代特色的文化只有舍弃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而对于一些精要之处则要吸取并为社会生活服务，
譬如孔融让梨、缇萦救父、香九龄温席等一些妇儒皆知、传
承至今的历史典故都是值得发扬广大的。糟粕的文化就该尘
封在史料中，毕竟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美”的痕迹。
提供价值依据参考、熟读历史考实录无疑是通晓古今、知道
兴衰的最好方式！精华是要继承的而糟粕也不是要彻底遗弃
的！遗弃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存而不用，明晓一二。其二、
不存不用，消失净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窃以为后者做
法更好一些。借用中庸思想来讲万物的兴衰存无都是有规律
的．全盘否定与肯定都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糟粕的东西
知而不为是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正是由于在旧的基础上才推
出的新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算不的上是优
等会民族，忘记糟粕有时也等同于凌空而建的空中楼阁。糟
粕难道不是堆砌成功、再铸辉煌的基石么！糟粕、精华、落
后、进步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吗！

综上所述包括处理方式在内的一切行动能力都有其变通的余
地！理智的保留、盲目的舍弃给人来相差万里的'感觉！理智
者、理性也。权衡利弊。发复推敲的结果让人更加信服。盲
目者、胡做也。数典忘祖。不计后果的行为难以服众！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三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
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
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
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四

沧海桑田，中华民族走过悠悠五千年，而在这历史长河里，
黄河岸边迸发出智慧的火花，那便是我所欣赏的中国文化。

作为文明古国的重要象征，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汉
语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流传了几千年而未衰亡，这种强大
的生命力早已被世人所折服为四大古文明。埃及的文化早在
尼罗河水的泛滥和英国的殖民中泡的失去颜色；灿烂的古巴
比伦文明在风沙的肆虐中成了废墟；而强大的玛雅文明，如
今人们只能在亚马逊原始丛林的遗址里想象它曾经拥有的辉
煌。惟有汉语，成为流传五千年的文化屹立不倒，为世人所
推崇。

汉语作为中华民族恒古至今的语言，体现的是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的精神。她是根植与民族灵魂与血液间的文化符号。
试想，倘若没有汉语，又怎么会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
善其身”的持节；又怎么会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
以只致远”的高志；又怎么会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爱国热情！

太多太多，融汇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一如既往
的中华美德。

这不禁又让我想起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中华传统美德。
“修身”、“齐家”、“治国”作为中华美德的三个方面是
不可不谈的，而作为高中生的我们则更应注重“修身”之所



在。令我感触最深的便是刚经历的军训生活。大家一定还记
得那篇军训日志里所说的那句话：“当我看到站在我前面的
男生，汗水从指尖滑落，才发现地上早已是一滩积水的时候，
我被感动着，同时也告诉自己不能放弃……”大家一定也还
记得去食堂打饭时，男生谦让着让女生排到自己的前方，同
学们即使遇到不喜欢吃的饭菜也不曾浪费，大家更不会忘记
对宿管阿姨的一声声问候，一句句感谢……真的，90后的学
子们正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温、良、恭、俭、让的中
华美德，也正是我们自己将这看似古老却终将永恒的中华美
德传承了下来。

中国文化承载的不仅是祖先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更是中华
民族永垂不朽的精神财富。

中国文化是神秘的，是古老的，是丰富的。我们应该为中华
文化流传至今而感到自豪。也该为传承中华文化而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今天所讲的只是其中的一小
部分，但也正因为她的广博才让我欣赏她，并由衷的热爱她。
最后，我也要呼吁同学们一起关注中国文化，将中华民族的
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只有这样，中国文化——这坛承传了千
年的佳酿，才会越陈越香！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五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浙江绍兴演社戏，大家读到鲁迅先
生的《社戏》就是我爷爷带领的戏班子在农村演的。解放后
我爷爷带领的“社戏剧团”改成“浙江绍剧团”。60年代初
的彩色戏剧影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的老猴王就是我父
亲演的，我还有一个哥哥“小六龄童”，在里头演花果山的
小猴子，“报，外面来了一个猪八戒”(但是很不幸，二哥
在17岁时得白血病去世了。很多年前有一部剧《猴娃》就是
描述我哥的，因为这件事，所以我现在出任中国白血病基金
会的大使。)这个猪八戒是谁呢?是我伯父，伯父艺名叫七龄
童。所以我的家庭因为猴戏的缘故都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熏陶。

看过《艺术人生》西游记专辑的观众知道，首播那天正好是
雅典奥运会开幕。当时编导打电话说很担心收视率。没有想
到播出后竟是《艺术人生》创办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期。好
象我们青年观众很多都喜欢美国西部大片，或者一些港台演
员，其实真正属于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是很有吸引力
的!

我是从小就跟父亲学戏，但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是不喜欢从
艺的，很内向。在我哥哥去世前，66年4月，当时我才六岁，
他跟我说：我要死了。我问：什么是死?他说：你再也见不到
我了。我问：怎么才能见到你呢?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那天
就能见到我了!其实哥哥是一种启示，他不可能跟小孩说很多
理想，就用最朴素的话鼓舞我。我也拿他的遗言当成自己的
动力。但我真正进剧团很晚，进了浙江昆剧团。我就在这个
剧团学习成长，拍《西游记》之前一直在这里工作。昆剧现
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

xx年，我和父亲、还有《西游记》剧组的演员，专门到西贡
给观众演出，非常受欢迎!包括越南在内的很多东南亚国家，
甚至有人说中国怎么有一个叫六小龄童的人长的跟猴子一样
呢?88年《西游记》在新加坡很轰动的时候，我们剧组去演出，
本来计划演3场，后来演了11场，非常轰动，当时我最大的感
受是：我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

还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给我写信说：因为很多人家里没有电
视机，所以播《西游记》时，大家都围在一起看!我们越南人
都会唱《敢问路在何方》，播《西游记》时，街上不光小偷
没有了，连警察都没了!

她还写了让我感动的：当时，越南与中国有一些小摩擦，就
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有分歧一样。当时我也有一些偏见，
对中国有些不理解。但当看了《西游记》后，我觉得人与人



之间，应该像师徒四人一样团结一致，为了理想一起坚持到
最后取到真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体现。

《西游记》成就了我和我的家族，甚至是中国的猴戏艺术!我
记得有一个郑州大学的女生给我写信说：吴承恩赋予孙悟空
是一个生命，六小龄童赋予孙悟空是一个血液。我当时非常
感动。其实中国很多人在演孙悟空，不是只有我们章家，我
们属于南派猴戏风格，而北派也有很多人像李万春都演得非
常好。观众喜欢我，是因为我赶上这个时代，赶上这么一个
好的氛围。80年代初，为了把吴承恩的创作以最好的方式延
续下来，我们拍了20xx年，在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同时也
把我拍老了。我今年已经47了，观众支持我不是因为我多帅，
而是因为大家支持我们的艺术、支持我们身上体现出的中国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六

兔年景色依然艳，龙岁春光格外明;龙年的春天到来了，龙是
中国的图腾，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到这其中的典故呢?中国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就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一脉相承，而我
们又要怎样星火传递。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宣扬传统，守
正创新，舍我其谁?》。

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深远的未来意义。对于我们新一代
接班人尤为重要。

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的转变中，科学
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确定下来的路线
前进。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
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1985年英国天文学家抄
里斯认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
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
着神圣的东方前进”;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化
学家普里高津说，新的自然观“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验



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为中心的中
国传统结合起来”;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则说，他所创立的协
同学，同时受到了西方的分析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的影
响。

人类意义世界所作出的这种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
和价值取向可能会获得其生命力。而这种可能需要我们的创
新，我们需要在创新中推动中国优秀传统个文化。

然而我们又将如何进行用创新的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下
去，又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流舞台，中国传
统文化是否只是辉煌的过去?不，我认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
统文化，对当代和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做
的就是用创新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做
为手段，影视做为载体，再以特色做为亮点努力开辟世界这
个窗口。

美国可以用肯德基推广美式快餐和美式文化，将两百多年的
美国历史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而我们有各种菜系和多元文化，
没有理由挤不进世界的前列。日本，韩国等国民族单一，文
化也没有呈现多元化，但是他们善于在自已的影视作品中添
加本国传统文化，通过影视媒介很好的弘扬了本国传统文化。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好的作品里添加中国元素，努力发展影视
产业的同时，注意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功夫熊猫》不用改
是外国人的作品。

我觉得，人类总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历史在前进，人
的思维也从不停止，不断寻求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目标。
基于世界文化走向趋同这一时代的新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
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就成为建
构世界主义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进路。当代新科学的世界
观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某些思想归复的特征表明，中国传
统文化的后现代性研究不失为在历史转折关头全人类的文化



战略研究之一隅。

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包括
《老子》《论语》《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受到重视。这种
情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处在科学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家们寻
找世界观启发的努力，而不是由于什么一时的感情冲动。因
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可以为新科学的诞生提供有意的启
示，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西方人能如此的重要，做
为东方的雄狮更应该利用创新的手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传统，底蕴厚重。上下五千年东方
文明需要我们守正创新再创辉煌!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七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
淀凝聚的过程，下面列举的这些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
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
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
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和天
文、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有关，这从文献上
至少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书》，到战国时期，一年
中划分的二十四个节气，已基本齐备，后来的传统节日，全
都和这些节气密切相关。

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



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
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
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凭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
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
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
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定型，人们常说这些节
日起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
经济稳定，科学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对节日的最后形成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
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
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采，许多体育、享乐的活动内容出现，
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开来，这些风俗一直延续发展，经
久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文人雅士、诗
人墨客，为一个个节日谱写了许多千古名篇，这些诗文脍炙
人口，被广为传颂，使我国的传统节日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
蕴，精彩浪漫，大俗中透着大雅，雅俗共赏。

中国的节日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一到过节，举
国同庆，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是一
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演讲
的题目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



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我们的传统美德以德作为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品德，树立以道义为重的人生
观。

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我们应该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首先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志士为维护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
爱国和气节方面为后人做出了榜样，无数为国捐躯的共产党
人都体现了这一民族的爱国精神，然而在中国历面对物质世
界的诱惑卖国求荣的夜大有人在，这就要求我们时刻要以祖
国的利益为重。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还要求我们要立志奋发，
一个人、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发向上的精
神，有志者事竟成，奋发图强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
手，从自我做起。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
国家先进文化勇于创新的民族。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
这与古人的勤学好问是分不开的，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
笔如有神”和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都说明勤学的道
理，读书还要善疑好问，不学不问怎能有所提高?不耻下问、
大胆质疑、多思考，才能有所超越，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
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你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承继传统美德和弘扬民族精神吗!让我
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让我们为拥有一座美丽的
家园而自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讲文明、懂礼貌、诚实守信!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九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等
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
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
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xx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
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
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
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篇十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十六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
任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
论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
行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
国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
而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古代三纲五常、三从四得、九礼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着
社会各个阶层的交流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封建思想
有极大的弊端。繁琐的条条框框呆板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扼杀着人们相往自由、追求浪漫的灵魂。当然其中也不乏值
得人们称讼的精髓部分。那就是尊师重教、孝敬父母、检点
行为等。新时期的道德关念大抵也是数千年来约定俗成形成
结果。正确、全面的审视文化的魅力就是在于看功大于过、
还是利大于弊。纵贯中国古代历史就是压迫与被压迫的交替、
演变、进化。较为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违背着人人生而平等的
意念。甚至能注定世世代代为奴为婢的命运。他们处于金字
塔的底层行使着受压迫被奴役的权利。显然这种现象从总体
上来说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却大大抑制了社会的向
前发展。对于这些不利于时代特色的文化只有舍弃在历史的
长河之中。而对于一些精要之处则要吸取并为社会生活服务，



譬如孔融让梨、缇萦救父、香九龄温席等一些妇儒皆知、传
承至今的历史典故都是值得发扬广大的。糟粕的文化就该尘
封在史料中，毕竟它们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美”的痕迹。
提供价值依据参考、熟读历史考实录无疑是通晓古今、知道
兴衰的最好方式！精华是要继承的而糟粕也不是要彻底遗弃
的！遗弃的方式有多种，其一、存而不用，明晓一二。其二、
不存不用，消失净尽。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窃以为后者做
法更好一些。借用中庸思想来讲万物的兴衰存无都是有规律
的．全盘否定与肯定都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糟粕的东西
知而不为是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正是由于在旧的基础上才推
出的新么？不能正面面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算不的上是优
等会民族，忘记糟粕有时也等同于凌空而建的空中楼阁。糟
粕难道不是堆砌成功、再铸辉煌的基石么！糟粕、精华、落
后、进步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吗！

综上所述包括处理方式在内的一切行动能力都有其变通的余
地！理智的保留、盲目的舍弃给人来相差万里的感觉！理智
者、理性也。权衡利弊。发复推敲的结果让人更加信服。盲
目者、胡做也。数典忘祖。不计后果的行为难以服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