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演讲
稿，可是却无从下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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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您好：

我是汶上县次丘镇高庄小学的校长，在此仅就我校诵读经典
的做法做一下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斧正。国学经典像是一
个巨大的宝藏，从古典名著中，我们领略到的不只是一种文
化，更是一种情怀，一种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悟，其中的经
典华章丰厚了我的文化底蕴；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不同
思想流派启迪了我的多角度思考。我和学生一起背诵《论语》
《诗经》《老子》，一起咏诵《正气歌》《春江花月夜》
《陋室铭》。我在“四书”里探求教育的大智慧，与仁慈的
孔孟、睿智的老庄对话，感悟人生的哲理。中华古典文化向
我开启了一扇门，那是一扇文化的门，一扇道德的门。带领
我的学生走进这扇门，去领悟博大精深的先人智慧，去体会
修身立命的处世哲学，去探索兴国安邦的精妙谋略，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学阶段学生的养成教育尤为重要。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则正蕴含着优秀璀璨的教育精华，如《三字经》、《弟子
规》、《千字文》、《道德经》、《论语》等等，这些内容
对人的行为习惯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和教育意义。在人性还没
有被社会思想混杂，记忆力还是最强的童年期，让孩子们适
量背记一些古典精华，其实，诵读经典，不仅仅是单纯的记
忆，她其实是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的一种爱国实际行
动，促进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审美水平的提高、文化修养



的提高。因此，我校将这些国学经典同文明礼仪教育，养成
教育紧密结合，形成“与经典同行，以道德立身”，以国学
经典为载体，以身边的典型事例为切入点的学生行为习惯养
成教育的特色。

1、从优化环境入手，让师生生活中充满圣贤文化。环境对学
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良好的氛围，能激发学生的诵
读兴趣，提高认知能力。为此，我们在学校教室内外、走廊、
楼梯，悬挂各种图文并茂的经典句段、格言、诗文；制作巨
幅古典文化情境牌匾等等，让学生耳濡目染，在浓郁的教育
氛围中，促使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充分利用校园广播传颂
经典，本学期已在校园广播上播放到论语的第二章――为政
第二。

2、号召全体教师做与书为伴的教师。要求教师读好四类书：
读经典名著，增文化底蕴；读理论专著，强教学实践；读儿
童文学，悟童心童真；读报纸杂志，解世事风情。我们还将
特色校本课程与语文、数学等学科一样提出管理要求，将其
纳入教学管理。以特色教育推进课程改革，以课程支撑夯实
特色教育，实现“特色课程校本化，学科结合常态化”两者
的有机整合。

3、从引领学生入手，让经典与学生终身为伴。要求教师鼓励
学生每日课余自觉诵读经典，激发学生学经典的兴趣，指导
学生对照经典中的精髓思想，来反思自己的言行，从而养成
良好的习惯。继续推行“晨读、午写、暮颂、晚省”的诵读
模式。

4、我们利用每周一升旗仪式，开辟每周一行、每周一故事这
些程序，由少先队辅导员将本周的行为重点，结合经典名句，
带领同学们学习，同时讲一讲中华圣贤故事、爱国故事、寓
言故事等，让学生在读中明理。播种行为，收获的是习惯。
活动的组织，亲身的参与，让学生逐渐明白了“齐家、修身、
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也让他们爱心浓浓，爱老师、爱同



学、爱父母、爱长辈，爱班级、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

5、与比赛活动整合。我们在开展“征文、演讲、讲故事”等
活动基础上评选“诵读经典之星、诚信之星、合作之星、礼
仪之星”等。同时，每个学期还举行一次诵读经典展示评比
活动，如古诗文配画、书法、个人诵读、集体诵读、主题班
会和板报设计等。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篇二

什么事情，我必须要看理由才会马上付诸行动的。“经典诵
读”在我决定要推广的前一年就看过了它的好处，但是那时
候，我还是无动于衷的，所以现在推广时，有些家长也是我
当年的表情――半信半疑，我会理解他们，每个人对自己不
认识的东西，都是不太相信的，都有一个了解的过程。

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是经典诵读的推广者，现在孩子们叫
我老师，但是！――我首先是一个母亲，是一个非常热切要
了解现今的教育模式、教育状况的母亲，是一个想找一
种“既想省钱，但又能教育出优秀儿女”的方法的母亲。但
是我发现很多家长都带孩子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班，而且收费
奇贵，我在想：“为什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什
么兴趣会一直伴随着女儿，让她终生受益呢？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考当中。

后来真的有孩子给我教了，我才开始有了“强迫”自己接触
经典机会，我这个已经过了30岁（不是13岁）没救的人，也
能感受到我们的祖先原来是如此的伟大，读经典，我不主张
看注解的，因为十个人就有十种的看法，让孩子无所适从，
而且经典是运用在日常生活中才能体验到妙处的，“书读百
遍其义自见”，读多了就自然会懂的。那些“反对者”根本
就没有读过，当然也根本没有在教学上实践过，怎么会有依
据出来说话呢？请看我发现了什么吧，也许你们会笑我的，
连这个也不懂：



例如：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
与！”――出自《论语》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

无常也许是“不执着”的意思吧，这一句我不太懂，但是后
一句“以百姓心为心”，我倒是学进去了，一个人生存在这
个世上，怎样体现自己的价值呢？那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社会
这个天平上去秤一秤了，社会与我（任何人）是息息相关的，
社会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百姓过得好，也就是我过得好。
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做对社会公众有害的事。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经》

这句话，我一直以为是佛家劝人行善时说的。谁知道它竟然
出自《易经》。

现在想来，不无道理的。如果一个人，他心存善念，处处为
别人着想，自然心态好，心胸开阔，因为他没有做对不起别
人的事情，心就踏实；脸上总是喜悦的笑容，那么他的人缘
就会好，事情也就会容易成功，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
下”；相反，一个人如果处处想的、做的，都是为了一己私
利，这种人心胸狭窄，站得不高，看的也不会远了；到了哪
个单位也不会受欢迎，当然人缘不会好到哪里去，在心态上
也只会怨天尤人，不是苦瓜脸，就是皮笑肉不笑，好运也不
会降临到他头上，做的事情也不会是成功的。有一句话
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想改一下：“机会是留
给心态好的人。”所以，这句话不是迷信的，相反它说明了
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就看你善不善，是真善的还是假
善的；是真心的为民做事的还是沽名钓誉的。

我们教孩子读的就是这些，所以我非常地坚信，读了这些书



的孩子，我们不会担心他们的前途，因为他们的胸怀是博大
的，见识是丰富的，行为是优雅的，意志是坚强的。智慧与
见识会比一般没读过的一定强很多，他们绝对是有理想的、
成为社会中的中流砥柱的下一代。志向要从小树立，不是一
般的“学者、专家”，只看到“经典诵读”是开发潜能的一
种，这样未免心胸狭隘、眼光短浅了。

当然了，培养孩子的潜能，这个绝对不用怀疑的。试想想：
一个能背诵充满智慧的、几万字的孩子，他在自己的头脑中，
自然会以他喜爱的方式整理过滤，等需要的时候了，很自然
就能调动出来了。那么，这样一个有思想，有内涵的少年，
你还会担心他写不出好文章吗？他对文字已经非常敏感了，
你还担心他不爱阅读吗？他有远大志向了，还担心他成为不
良少年吗？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让他学习，他反而会跟
你“急”呢！还有，一个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英文经典的孩子，
你还担心他不会听，不会读，不喜欢阅读外文著作，看
到“老外”会胆怯吗？不会的！什么叫胸有成竹，就是这个
道理。

况且孩子读起来真的不辛苦，因为13岁以前也是语言发展的
重要时期，你不让他背这些经典，他也会背广告词的，那么
我们做家长的，为什么不愿意每天花一点点时间、精力，陪
他们读一些长大后，一辈子都起作用的东西（健康伟大的人
格）呢？这实在是可惜！太可惜了！在这里我想说，如果孩
子将来学习不好，你不要骂他，因为你错过了教育的最好时
机，（有些虽然知道经典诵读，但是你也不教）；如果将来
孩子性格不好，自私自利，你也不要骂他，因为你作为家长，
没有接受这些经典的引导，当然，你不会言传身教，引导孩
子过上幸福的生活了。

就如只学武术，不修身（武德），他不会成为一代宗师；他
最多有一个好身体，但心态是否健康，那就要看天意了。

我，作为一个志愿推广者，是有责任和义务跟家长宣导这些



理念的，但这些远不是我的最终目标。我所希望的是经典诵
读是在学校里、幼儿园里；我希望有良知的校长、老师主动
地承担这个责任；我希望“经典诵读”不再只是兴趣班的一
种，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教育――立德树人！！！！

所以这些愿望一天不能实现，我一天也不会放弃的。

目前恰逢大力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的发展形势，回溯源头，传承文明，经典诵读活动成为我校
办学特色上的一项新的探索。自上学期起，我们就确定开展
了以“诵经典、品古韵、做君子、传美德”为主题的经典诵
读活动。精选中国古代、近代诗词、散文中的名篇精品，编
印成校本教材《走进经典》，在全校师生中掀起了诵读热潮，
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响应和支持。新学期伊始，学校就把这
项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决定把经典诵读持续开展下去，
打造成我们实验中学素质教育上的一大亮点。学校成立素质
教育研究中心，专门负责此项活动的运作，逐步建立起与这
个活动相适应的完整而富有特色的办学思想体系。

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汲取历史智慧、认同民族文
化，增强民族自信心、自尊心、自豪感。通过教师进一步挖
掘诵读的深层意义，引导学生写诵读心得，谈比赛体会，使
学生不但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还要培养敦厚好学、通达事
理、胸襟开阔、人格健全、明理诚信、孝敬父母的优秀品德，
具备开放多元的意识，养成积极向上和不断进取的人生态度。

通过活动的开展，学生人文素质提高了，语言和精神世界都
得到了明朗和提升，我们达到了预期效果。正如有的家长所
说：“我们的孩子通过参与这项活动，积淀了知识，又锻炼
了能力，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步入人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次活动的”。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篇三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我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沧桑的沉淀，孕育
出华夏光辉灿烂的文化篇章。我们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我们
堂堂中华曾被四方来贺！

春去秋来，千载的长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亘古不变的流水
冲走了沉睡千年的记忆。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牢
牢的融入到这片土地里，融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阅尽翰林书三千，千古佳句岂等闲。空留悲歌沧桑尽，春风
经年忆流年。

你可知道有一个盛世被称之为汉唐？你可知道有一家学说被
称之为儒家经典？

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它是
千百年来祖先们智慧的结晶，它是祖祖辈辈精髓的传承。她
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诫子书》有云“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如今的我们，面对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我们显的漠不关心，勤俭
节约被更多的忽视，淡泊明志被看成没有上进心的表现，宁
静致远成为一句遥不可及的神话！我们尚且不谈为社会做巨
大的贡献，也不谈为国捐躯，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中国
人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应当一边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豪言壮语，一边担负起自己对社会、对家庭以及对工
作的责任，用我们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去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
内涵。

在今天的工作和学习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彭端淑的
《为学》“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



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
不学，则易者亦难矣”，道理非常的浅显明了。面对工作上
的困难我们是坚持做还是放弃，面对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应
当是积极主动的对待还是消极的逃避。在传统文化不被重视
的今天，我们工作和学习中，应当用积极的心态去感受它的
魅力所在。听听韩愈《师说》中的.那句“是故无贵无贱，无
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看看今天的我们，在面
对学习的过程中，又还保留了几份谦虚？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懂得虚心学习。而现实的
生活中，我们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面对嘈杂的世界，我们将
自己的脸面过分的看重，不断地忽视自身整体能力和素养的
提高，这对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严重的阻碍。我
们应当静下心来反复思之。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沉淀。传统文化起源于
过去，但是传统文化又将不断的融合现在，面对未来。传统
文化对我们的价值观取向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
意识形态的文字记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元素，丰富的营养
已经深深的影响到了中华民族的千百代人。在迈入二十一世
纪的今天，传统文化中所传递正能量，爱国情怀、修身养性
原则、立志为学态度甚至为人处事方式，都对我们今天构建
和谐社会，创造四个现代化未来有着积极的影响。

你听，一个声音还在回荡“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那声音千百年来号召着无数的英雄豪杰战死沙场不惧
马革裹尸；你看那泪罗江畔的诗人正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这诗句千百年来激励着有志之士
不断的进取。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篇四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13)班的__。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经典，
学礼仪，修内涵，塑操行》。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载体，华夏民族
的文脉;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
积淀，是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新世纪的
接班人，在我们成长的黄金阶段，应该多读经典，勤修内涵。
时刻不忘亲近《弟子规》，并以此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记住中华血脉的印记，守住我们的精神家
园。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才不会失去雄厚的文化根基，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能渊远流长地蓬勃发展下去。

《弟子规》的作者原是清康熙年间的一个叫李毓秀的秀才所
作。他当时是将其作为儿童启蒙教材，原名为《训蒙文》。
后经清代大儒贾存仁修订，改名为《弟子规》。《弟子规》
的整篇精神皆依据《论语》的基本精髓而编写的。《论语学
而篇》第六条曰：“弟子入则学，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规》依其要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编撰而
成。其内容主要是教育我们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
等做人的基本礼仪与规范。

去年，我刚刚步入这个美丽如画的校园，耳儒目染地是《弟
子规》的谆谆教导，那字字句句语重心长的教导，似一股清
泉，轻巧巧地滋润了我的心田。我跟着学校广播，跟着老师、
同学，读那流传百年的经典话语，心里涌荡着一波又一波的
涟漪。那琅琅上口的三字一句，那耳提面命的礼仪规范，那
通俗易懂的行为准则，让我的一言一行有了努力的方向，是
我前进的标杆，让我三省吾身之时，有了一个最美好的参照
物。

记得以前，心情不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生闷气，父亲母亲
喊我，我任性地以沉默抗议，任凭他们喊破喉咙，我也坚决



不吭一声;甚至，在父亲母亲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家的时
候，让我倒一杯茶，我也全凭自己一时的心情做事，爱搭理
就搭理，不高兴就充耳不闻。父亲母亲要是看不过眼了批评
我两句，我就顶嘴对抗，甚至大哭大闹地耍赖，完全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坏习惯导致的做人的失败以及为人儿女的不孝顺。
父亲母亲总是摇头叹气，拿我的大小姐脾气没办法。

但，读了《弟子规》之后，一切都变了!你听，父母呼，应勿
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每读一次，我就脸红一次;每背一回，我就低头一回。真为自
己以前的任性淘气感到羞愧呀!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我的
言行举止、待人处世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渐渐的，渐渐
的，我的举手投足有了温文平和的诗意优雅。爷爷夸我懂事
了，父亲赞我长大了，母亲说我乖巧了。老师更欣赏我的通
情达理了，同学更喜欢我的温和礼让了。一部《弟子规》让
我蓦然发觉，天更蓝了，花更香了，世界更和谐了，而我的
生活也日益美好了!

同学们，从今天起，从此刻起，让我们时刻牢记《弟子规》
的教导，时常诵读《弟子规》的教诲吧!早读的时候读一读，
课间休息的时候读一读，同学相处的时候想一想，待人处世
的时候想一想，扎扎实实地饯行《弟子规》，做一个文明礼
貌、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吧!读经典，学礼仪，修内涵，塑操行。
让我们带着《弟子规》踏上我们美好的人生之路，奔向光明
温暖的未来，做一个纯粹的人，优雅的人，一个真正知书达
理的中国人吧!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诵读经典主题的演讲稿作文

经典诵读的演讲稿篇五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



可以明得失。我泱泱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沧桑的沉淀，孕育
出华夏光辉灿烂的文化篇章。我们是最早的文明古国，我们
堂堂中华曾被四方来贺！

春去秋来，千载的长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亘古不变的流水
冲走了沉睡千年的记忆。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牢
牢的融入到这片土地里，融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阅尽翰林书三千，千古佳句岂等闲。空留悲歌沧桑尽，春风
经年忆流年。

你可知道有一个盛世被称之为汉唐？你可知道有一家学说被
称之为儒家经典？

数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魅力在于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它是
千百年来祖先们智慧的结晶，它是祖祖辈辈精髓的传承。她
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能遗忘过去的优良传统。君不
见我华夏的天空近百年来受到蛮夷的玷污，君不见曾经列强
的炮火对中华大地的侵扰。今天的中国没有了战火硝烟，站
在了世界的前面。然而我们不能忘却先人们的那句“国家兴
亡，匹夫有责”的示训。听听古代先贤们关于爱国的呼唤，
看看那慷慨激昂的满江红诗篇。如今的我们在接受传统文化
精髓的过程中，爱国的热情不能得到丝毫的退减！

《诫子书》有云“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如今的我们，面对中华民族
千百年来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我们显的漠不关心，勤俭
节约被更多的忽视，淡泊明志被看成没有上进心的表现，宁
静致远成为一句遥不可及的神话！我们尚且不谈为社会做巨
大的贡献，也不谈为国捐躯，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中国
人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应当一边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豪言壮语，一边担负起自己对社会、对家庭以及对工



作的责任，用我们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去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
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