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三爱三节 弘扬中华美德倡议书(优
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践行三爱三节篇一

我国的优良传统，它不是一种时尚潮流，而是刻在每一个中
国人心里的深深的印记。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高全校
同学美德修养，积极倡导校园精神，共建社会和谐与文明，
推动我校美德建设工程向纵深开展，高二文科语文组向全体
同学发出以下倡议：

一、自觉遵守校纪校规，言行一致，恪守诚信诺言，实现人
生远大理想。

二、心系父母，勤俭节约，不盲目攀比，不乱花钱，尊重父
母劳动。

三、尊敬师长，勤奋学习，诚信考试，学业有成，以优异成
绩回报学校。

四、关爱同学，关心公益事业，用感恩之心做力所能及的事
回报社会。

五、珍惜友情，和谐共处，学会换位思考，避免给别人造成
伤害。

六、热爱校园，爱护公物，节约水电，不乱扔垃圾，珍惜劳
动成果。



七、讲正气，树正义，倡导社会新风，敢于同背离诚信的言
行作斗争。

高二年级文科语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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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朋友们：

金秋时节，敬老情浓。今年10月2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
民族传统的敬老节日重阳节，也是全国法定的第二个“老年
节”。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营造敬老、
爱老、孝老、助老的社会氛围，传承社会责任，传播社会文
明，深圳市老龄委决定在全市开展“传承中华美德，弘扬敬
老文化”敬老月系列活动，我们发出如下倡议：

一、弘扬优良传统，传承敬老美德。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作为中华民族的传人，作为新时期的公民，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将这美德继续发扬光大。我们要积极学习、
宣传新的老年法，宣传敬老助老的好典型、好事迹，让更多
的人接受敬老文化的熏陶，让敬老美德与时俱进、薪火相传。

二、孝敬父母老人，从自身做起。百善孝为先，行孝当及时。
敬老不以事小而不为，助老不以事难而不为。每天向老人问
声好，经常陪老人散散步，为老人安排一次体检，陪老人出
一次游。让我们大家都从自身做起，以感恩之心回报自己的
父母，以儿女之心关爱身边的每一位老人。

三、心系老年人，全民齐参与。老年人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他们为国家富强和家庭和谐贡献了青春和力量，值得全社会
尊重和敬佩。正是有了老一辈开拓者、建设者曾经付出的辛
勤劳动和智慧心血，深圳才有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当曾
经的建设者们成为老人，当深圳已不再那么年轻，社会各界
都应积极行动起来，积极参与敬老助老活动，努力营造孝老



爱老、共建和谐的良好社会风气。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尊老敬老事关你我他，爱老
助老连着千万家。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让我们携起手来，用实际行动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真心敬
老，用心助老，以一颗赤诚之心，报答养育我们的父母，回
报全社会的老人。

10月8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青秀区人民法院向全院干警发出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树立社会新风尚”倡议书，号召干警
用行动倡导、示范、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社会正能
量，树立文明新风尚，建设美好精神家园。

倡议书从中华五千年传统美德入手，分析了当前社会的道德
形势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而发出号召，
为实现“富民强桂”新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道德支撑。

作为自治区文明单位，该院一直注重以多种形式加强干警的
思想道德建设，此次发出倡议书与“道德讲堂”活动紧密结
合，通过大力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组建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积极参与先锋示范城创城活动等，搭建各种平台，内外兼修，
使干警受到良好的熏陶，在全院营造了弘扬美德，树立新风
的浓厚氛围。

践行三爱三节篇二

同学们：

大家好！

说到诚信，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诚信是一种高尚的思想品德。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宋庆龄，在这些伟人中，哪个不
是诚信的人，其中宋庆龄奶奶是我们最熟悉的，她也是中华
民族杰出的女性之一。

在宋庆龄当了国家的副主席后，她诚信的高尚品格仍不变。
一次，她去幼儿园对小朋友许下承诺，“六一”儿童节那天
和小朋友们一起过节日。可是那天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
下起了大雨，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宋庆龄奶奶不会来了，当
她们失望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时，宋庆龄奶奶的车奇迹般
地出现在校园门口，孩子们惊喜地笑了，老师用激动的心情
紧紧握住了宋庆龄奶奶的手，宋庆龄奶奶对老师说了一句话：
“既然我说了，就得守信。”

宋庆龄奶奶走了，但她却把一笔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诚
信留给了世人，纵使时光流逝，这笔财富闪耀着永恒的光辉。

从宋庆龄奶奶的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诚信是诚恳，诚信是
守信，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
根坚强不屈的脊梁。

自古以来，诚信就常常出现在人们口中，古今中外不举其例，
不为别的，只因为人们需要诚信，诚信常常放射着比壁玉更
诱人的光芒。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有时还真有点难，可是，我曾听过这
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某战士为部队开拓前进道路，不惜以自己身体引爆
敌人埋下的地雷阵，以致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报纸上连续
不断报导他的事迹，称他为黄继光式的英雄，当部队老将军
得知这位战士生命垂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去医院探望，
并给他颁发军功章，将军问战士还有什么话要说，战士
说：“有句话，指挥员不让我说。”将军问：“为什么？”



战士说：“指挥员说已经报导了，全国都知道我是英雄了，
说了影响不好。”将军追问：“怎么回事，你说！”战士说：
“我不是英雄，我不是用身体引爆地雷阵的，而是自己不小
心，跌倒在地碰上地雷的。”将军受到极大的震动，沉思良
久，最后说：“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
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然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军功章你受之
无愧！”

是呀，军功章这位战士的确受之无愧，因为说这样的真话需
要无私，说了就会失去一连串的物质利益和名誉，说了就意
味着付出和牺牲，说了还有可能招来莫名其妙的误解和攻击，
可是，他没有怕，毅然说出了真相，这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
诚信。

泰戈尔说过：“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
实。”是呀，谎言始终都是谎言，总有露馅的一天，何不学
会诚信呢？因为真诚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

诚信是平凡普通的，它没有那闪闪发光的金色外套，也没有
娇娆的容貌，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你打碎
了别人的玻璃；弄掉了别人心爱的橡皮擦；撕破了别人的小
人书；当你抄袭同学的作业、考试作弊；当你无故不到校却
向老师和家长撒谎；当你向别人夸下海口却又食言……犯了
错误又没人知道，特别是犯了大错，要自己说出来，难，所
以诚信很值得称赞。

践行三爱三节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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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



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
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
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
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危
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
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一
路前行。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 弘
扬民族精神，我们义不容辞。我从以下两方面与同学讲讲。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是分不开的。
锥刺股是先秦纵横家苏秦好学的故事。苏秦为吸取广博知识，
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当困乏时，以锥子刺腿，用来振奋精神，
坚持学习。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
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都说明勤学的道
理。

读书光好学还不够，还需善疑好问。孔子从小入太庙“每事
问”。他主张“疑思问”，“不耻下问”。荀子把“不知则
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王充更是“智能之上，不学
不行，不问不知”。他们都把学和问联在一起。不学不问怎
能成为学问家，学贵在问，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超越。

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就
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大胆质疑，逐步形成勤学好问的
良好品德。

敬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大钊曾说过：“……我不
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 ，可是我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
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
这是人之常情 ”。而今天敬长传统美德更应提倡和发扬，这
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风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左以
待”“程门立雪”“三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



在历史上广为传诵，深刻反映了这一点。知礼，讲礼，对人
彬彬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
则。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
人也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
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
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
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
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 ，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
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
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
在。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
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
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 ，勤俭、廉正，敬长、
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同学们，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让我们为拥有一座美
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让我们每一个多伦人
都文明、高雅、有气度、有风范!

践行三爱三节篇四

当我们朗诵着伟人们写下的一篇篇壮丽美好的诗文，不得不
让我们由衷的赞叹。“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
远。”当我们在朗诵《三字经》时中华美德的传承就在我们
心中发了芽，生了根。

孔融四岁就知道尊重长辈，孝敬长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
榜样，更何况我们比孔融要大很多，更应该向孔融学习，以
他为荣、以他为榜样，做一个更好、更出色的少年。



周恩来总理在12岁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
志向，不仅如此，他还为祖国做出了伟大的奉献，创造出了
不朽的业绩，美国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
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中国如果没有
毛泽东就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
烬。周恩来总理成为了世界的楷模，成为了我们学习的榜样，
成为了祖国的骄傲。

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的“活雷锋”他们成为了我们生活和
学习中的榜样，我们作为一名中学生，正是风华年貌之时，
我们处处以他们为榜样，以他们为骄傲，就没有想过让他们
以我们为骄傲，以我们为自豪，成为他们心中的榜样吗？是
的，我曾经幻想过，我就是新时代的楷模，成为了家喻户晓、
妇孺皆知的英雄人物，那是多么光荣，多么自豪呀！

只有做到真正的美德，我们才能得到老师更多的信任，同学
更多的拥护，父母更多的支持，长辈更多的喜爱，让祖国更
多的美德得到更多的传承。

今天，我们是一颗小小的幼苗，正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
成长。明天，我们将是一根根的栋梁，撑起了祖国的一片蓝
天，使他更加的繁荣富强。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做一个优
秀的美德少年。

践行三爱三节篇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弘扬中华美德，做诚实守信的学生”。

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使我
想起小时候就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个老国王挑选王位继承人，



对被选中的几个孩子说"谁能让手中花盆里的种子开出最美的
花，谁就可以做国王。一年之后，所有的孩子都来了，带着
最美丽的花，只有一个孩子捧着一个空花盆说；我浇灌了一
年，可是没有开出花。老国王却让这个孩子继承了王位。因
为种子是熟的，开不出花。是孩子诚实的品格打动了国王，
国王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安邦治国。这则小故事是对孔子
格言生动的诠释。翻开厚重的民族文明史，我们就会发现中
华民族历来把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理念，一种修养，追
而求之，歌而颂之。诚信，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是一切道德
赖以维系的前提。诚信是人们立身，修德，处事的根本，乃
做人之根本。莎翁说过：没有比诚信更珍贵的遗产。可见诚
信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更是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它
是先进文化的标志。

大家都听说过《放羊的孩子》的故事吧。故事讲述的是一个
孩子在山坡上放羊，感到很无聊，就对着山下大叫：“狼来
了，狼来了，快来人哪！快来人哪！……”山下的村民闻讯
赶来，却没有看见狼，羊正在好好的吃草。孩子不禁大笑起
来，人们才知道上了当，告诉孩子撒谎是不对的。第二天，
孩子忘记了村民的话，又一次欺骗了大家。第三天，狼真的
来了，而村民们谁也不愿意相信他了。结果，狼把羊全部都
吃光了。试想，如果放羊的孩子没有前两次的欺骗大家，他
的羊会被狼全部吃光吗？诚实守信，它体现在生活中的点点
滴滴。诚信是平凡普通的，它没有那闪闪发光的金色外套，
也没有娇娆的容貌，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当
你打碎了别人的玻璃；弄掉了别人心爱的橡皮擦；撕破了别
人的小人书；当你抄袭同学的作业、考试作弊；当你无故不
到校却向老师和家长撒谎；当你向别人夸下海口却又食
言……犯了错误又没人知道，特别是犯了大错，要自己说出
来，难，所以诚信很值得称赞。

今日我们是校园的学生，明日就是国家的栋梁，做人是学习
之根本，而诚信则是做人之根本。诚，就是要诚实待人，以
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关心他人，对他人富有同情之心，严



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不说谎，不抄袭，不作弊；信，就
是讲信用重承诺，一诺千斤，言必行，行必果，遇到错误要
勇于承担。有诚信的人面子上有自尊，目光里有自信，行动
中有把握，生活中有朋友。诚信对我们一生的成长都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它是我们健康成长的守护神。

有人问李嘉诚成功的奥秘，李超人回答：无它，一个字，信！
可见拥有诚信的人才能拥有一切！诚信应该是我们生活中一
道灿烂的阳光，让这道阳光点燃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的人
生。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一个讲诚信的
人，做一个人格上大写的人！让我们用诚信为基石铸造新的
长城，让21世纪的`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