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实用10篇)
演讲稿首先必须开头要开门见山，既要一下子抓住听众又要
提出你的观点，中间要用各种方法和所准备的材料说明、支
持你的论点，感染听众，然后在结尾加强说明论点或得出结
论，结束演讲。好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
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
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一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
水长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
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
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
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
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
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
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
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花丛里，像眼睛，像星星，
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
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
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窠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
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
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



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三两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
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
树叶子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
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这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
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
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
静默着。

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
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
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
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
前去。

下卷 路上行人

画外音：

清明的雨，把永远的唐诗宋词化成了清新的生命水墨，

清明的风，把生命的春暖秋寒燃成了岁月澎湃的激情!

胡马秋风塞北，让我们记住那些精忠报国的英豪才俊，让我
们崇敬那些舍生取义的民族精魂。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北风吹着，但是我们不觉得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今天是
冬至日。冬至，这是一个源于汉代的节日，在古代，冬至比
过年还受人们重视，同时，冬至日还被人们称为“安身静
体”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都会互赠好礼，相互拜访，将
抛开所有的烦恼，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天。

我们必将成为一个自强不息，具有远大理想、人格健全、品
德高尚的接班人。最后，在这美好的冬至日，在这美好的成
长日里，我给大家送去我最真挚的祝福，祝愿老师们身体健
康，工作顺利，祝愿同学们开开心心，取得好成绩，祝愿天
下所有人都平平安安。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三

今天是（12月21日）星期一，同时也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
重要的节气——冬至。说起冬至，有些同学嘴馋了，因为这
一天，按照习俗，家家户户是要吃汤圆的。

冬至是我国汉族一个传统节日，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有过冬至
节的习俗。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已经用土
圭观测太阳测定出冬至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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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
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古人对冬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
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
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进九”，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



法。

现代天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对北半
球最倾斜，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
逐渐北移。

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冬至
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曾有“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
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
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
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
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
冬至米团、冬至长线面的习惯。

过完冬至，一年一度的元旦就接踵而来了，我们很快就要进
去20xx年啦，最后祝小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开开心心，健康成
长！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四

早上好！

今天(12月22日)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冬至。
说起冬至，有些同学嘴馋了，因为这一天，按照习俗，家家
户户是要吃汤圆的。

冬至是我国汉族一个传统节日，至今仍有不少地方有过冬至
节的习俗。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已经用土
圭观测太阳测定出冬至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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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过了冬至，
白天就会一天天变长。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
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九”，我国民间有“冷在
三九，热在三伏”的说法。

现代天文科学测定，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阳光对北半
球最倾斜，北半球白天最短，黑夜最长，这天之后，太阳又
逐渐北移。

在我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冬至被当作一个较大节日。冬至
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曾有“冬至大如年”
的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
气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
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
应该庆贺。

现在，一些地方还把冬至作为一个节日来过。北方地区有冬
至宰羊，吃饺子、吃馄饨的习俗，南方地区在这一天则有吃
汤圆、长线面的习俗。今天是冬至，希望大家今天也能吃到
热气腾腾的汤圆。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回归传统节，感受冬至日》。

20xx年12月22日凌晨1：11，阳光恰好直射在地球的南回归线
上，北半球开始进入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是的，明
天就是24节气中的冬至。冬至节在我国有2500年的历史。

这一节令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仅仅是是划分时间的标记，甚



至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然而在我国传统社会里，冬至具有
的人文意义可能盛于新年：殷周时期，冬至一直排在24个节
气的首位，称之为“亚岁”；从汉代以来，每年冬至都要举
行庆贺仪式，高峰时期朝廷休假三天，君不听政；民间歇市
三天，欢度节日。唐人以“小岁”称冬至；宋人甚至有“肥
冬瘦年”之说；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为什么冬至的影响这么大呢？究其原因，首先是先民们最容
易直接观察到这些气象的变化，毕竟这一天昼最短、夜最长，
太阳升得最低；也因此，冬至的极寒对于先民们是最危险的。
而过了冬至，阳气反生，下一个循环就开始了。老人又过了
一个寒冬，孩子又长了一岁；太阳要高起来了，冰雪要化下
去了；天要亮起来了，水要动起来了因此，冬至是轮回的起
点，是值得庆贺的大吉之日。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古人在年年的轮回中品味出自然规律，
他们以节令作为标志，按照亘古不变的土地的法则安排着自
己的活动。然而在现代，在这个我们已经离土地很远的时代，
在这个气候混乱、难以寻觅规律的时代，在这个冬的极寒已
经不再能造成任何威胁的时代，冬至，和其他的节令一样，
似乎要离我们远去了。我们在人工安排的时间表中丢失了轨
迹、丢失了规律；在充满目标的生活中忘记了安静，忘记了
家。然而，气候、土地在我们的血液中留下的痕迹，绝不是
能够轻易磨灭的。还总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时节，让天气肃敛，
让人心安定，让游子回家。

走在校园的小路上，感受着冬至的气息。我醉心于中华传统
文化的氛围，更热切地盼望每个中国人都能谨记自己的历史
使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谢谢大家！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六

没有下雨更没有下雪

似乎比昨日稍冷一些

偶尔一丝寒风天气平和

平静得肉贩们都很快乐

案板上白花花的肉比往日更多

新鲜的骨头挑得顾客们乐呵呵

而旁边的针织大市场

没有盼来寒风

也没有盼来冷雨

更没有盼来飞雪

临近中午风也累了歇了

明晃晃的阳光却很给力

老板们也烤起了太阳

暖在身上冷在心房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七

风从衣角钻入



开始在体内膨胀

柳叶在血管里伸展嫩芽

接着茂盛，然后秋

冷最初起源于一首诗

我撮热手一一拾起

季节丢失的句子

珍藏在落叶的脉络之中

还有脚

站立的地方明天或许会成冰

或封冻穷人的脚步

但泥里有草根，再深点有地火

把自己放大点

我的手脚能代表一切

在这个冬日。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

大家一定都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吧？今天是12月22日，是二
十四节令中的冬至。



这一节令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仅仅是是划分时间的标记，甚
至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冬至具有
的人文意义可能甚至盛于新年：殷周时期，冬至一直排在24
个节气的首位，称之为“亚岁”；从汉代以来，每年冬至都
要举行庆贺仪式，高峰时期朝廷休假三天，君不听政；民间
歇市三天，欢度节日。唐人以“小岁”称冬至；宋人甚至
有“肥冬瘦年”之说；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过年。

究其原因，首先是先民们最容易直接观察到这些气象的变化，
毕竟这一天昼最短、夜最长，太阳升得最低；也因此，冬至
的极寒对于先民们是最危险的。而过了冬至，阳气反生，下
一个循环就开始了。自冬至后的第一天到开春，人们习惯数
着"九"来衡量天气的变化。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
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
牛遍地走。老人又过了一个寒冬，孩子又长了一岁；太阳要
高起来了，冰雪要化下去了；天要亮起来了，水要动起来了。
因此，冬至是轮回的起点，是值得庆贺的大吉之日。

冬至过后，各地气候都进入一个最寒冷的阶段，也就是人们
常说的“进九”，我国民间有“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的说
法。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在学校过冬至，搓汤圆、吃汤
圆、做游戏，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气氛。

谢谢大家！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九

我，绽绿在一个山坳。

游动的目光，

搜不到它的麟角。

春风，你的笛声送不到我的耳畔，



春雨，你的柔情暖不到我的腰!

我，只能瑟瑟的生长，

我，只能默默的拔高。

枯瘦的胸腔里，

闪着星般的火苗：

祖国啊，请给我一个拥抱!

月亮哄我睡觉，

清冷，泛我周遭。

蟋蟀枕边把鼓敲。

梦里，摸不到一丝热闹!

太阳挥舞着金扫帚，

我的窗前依旧雪山陡峭!

裂天的寒冷啊，狂舞的冰刀，

封不住我炽热的喊叫：

祖国啊，请给我一个拥抱!

我撕扯母亲的勤劳，

她，再也吐不出一块温饱!

我咀嚼父亲的苍老，



他，再也弯不出暖暖的嘴角!

我，只能在田野里寻找，

野草，挥舞着手臂，

饿狼，立起了前爪。

驿动的细胞啊，都在哭嚎：

祖国啊，请给我一个拥抱!

我处处求乞阳光，

温煦，只在高楼里撒娇。

我天天寻觅养料，

肥沃，却在马路旁堆牢。

我呀，长得自己都不忍瞧!

还盼什么花拥蝶绕!

祖国啊，请给我一个拥抱!

我也是您的苗裔啊，

为何收不到照耀?

我也需要爱抚啊，

为何雪不化冰不消!

我沉甸甸的爱恋啊，



开不过彩绘的报告!

拂上您肩的枝条啊，

凉得我重重地摔倒!

我在秋风里荡摇，

梦想，一个接一个的死掉!

祖国啊，请给我一个拥抱!

春风啊，终于爬过山腰，

我也闻到她亲亲的味道!

春雨啊，伴着雷声在乡间灌浇!

浸透着清爽啊，

喜悦刷黑了眉毛!

祖国啊，我终于得到一个拥抱，

祖国啊，我还要长壮长高，

祖国啊，我更要为你燃烧!

强国有我朗诵演讲稿篇十

大家好！

你们知道冬至的来历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冬至俗称“冬节”，在古代是很隆重的。在二十四节气中，



冬至也最受重视。冬至过节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至今。

冬至节，大部分地方习惯吃饺子，山区传统是吃糕，晋南地
区盛熬油菜根米汤喝。也有的地方是吃馄饨，有“冬至馄饨
夏至面”的说法。

还有，你们知道“冬至”这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为什么不
吃饺子会冻耳朵吗？不知道吧。嘿，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这里面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呢！吃“捏冻耳朵”。“捏冻耳
朵”是冬至河南人吃饺子的俗称。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在
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那时正是大雪纷飞的，寒风刺骨。他
看见白河两岸的乡亲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被冻烂了，
心里非常难过，就叫他的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用羊肉、
辣椒和一些驱寒的药材放在锅里煮，捞出来剁碎，用面皮包
成像耳朵样子，再放进锅里煮熟，做成一种叫“祛寒娇耳
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服食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好了。
后来呀，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这便是形成“捏冻耳
朵”此种习俗的原因了。

冬至这一天吃饺子，还是为了不忘“医圣”张仲景的“祛寒
娇耳汤”之恩。至今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
管”的民谣。

现在大家知道冬至的来历了吧！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