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 中国古玉器
丰富的文化内涵(优质5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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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篇一

一个经典的广告，能让人在听过一遍以后就记忆深刻，并且
像中毒似的深入大脑，令人难以忘记。分享了内涵丰富广告
语，一起来看看吧！

1、好空调，格力造。

2、小米，为发烧而生。

3、乐百氏：27层净化。

4、海尔：海尔，中国造。

5、海王：健康成熟未来。

6、康师傅：好吃看得见。

7、李宁：一切皆有可能。

8、飘柔，就是这么自信。

9、坐红旗车，走中国路。



10、李宁：把精彩留给自己。

11、润迅通讯：一呼天下应。

12、爱多：我们一直在努力。

13、爱立信：一切尽在掌握。

14、自然堂：你本来就很美。

15、三源乳霜：做女人挺好。

16、商务通：科技让你更轻松。

17、舒肤佳：促进健康为全家。

18、爱她，就送她太太口服液。

19、穿金猴皮鞋，走金光大道。

20、飞利浦：让我们做得更好。

21、红星御酒，融进你我真情。

22、矿泉水：杯中水，人之味。

23、去屑实力派，当然海飞丝。

24、闪亮滴眼液：谁用谁闪亮。

25、优乐美：你是我的.优乐美。

26、玉兰油：惊喜从肌肤开始。

27、长虹电器：从更大到更好。



28、dell：美国货，本土价。

29、农夫山泉：农夫山泉有点甜。

30、张裕：传奇品质，百年张裕。

31、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宝。

32、红牛：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33、中华牙膏：中华永在我心中。

34、奥妮洗发水：黑头发，中国货。

35、飞亚达：一旦拥有，别无选择。

36、上海别克：当代精神，当代车。

37、创维彩电：不闪的才是健康的。

38、房地产公司：新生活，心滋味。

39、华丰方便面：食华丰，路路通。

40、快餐店：美好滋味，自己体会。

41、西门子：长城烽火，传信万里。

42、运动鞋：自我自主，任你摆步。

43、孔府家酒：孔府家酒，叫人想家。

44、碧柔洗面奶：轻松爽洁，不紧绷。

45、大宝：要想皮肤好，早晚用大宝！



46、尖叫饮料：让你心跳，不如尖叫。

47、娇爽卫生护垫：清清爽爽每一天。

48、美的空调：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49、普腾电器：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

50、容声：容声，容声，质量的保证。

51、三洋空调：家有三洋，冬暖夏凉。

52、双汇火腿肠：省优，部优，葛优？

53、娃哈哈纯净水：我的眼里只有你。

54、长虹电视：太阳更红，长虹更新。

55、钻石广告词：“钻”心“石”智。

56、才子男装：煮酒论英雄才子赢天下。

57、六神沐浴露：清凉舒爽，全家共享。

58、优酸乳：有酸有甜，有“自”有味。

59、照相机胶卷：五味生活，七彩生命。

60、中国联通：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

61、lg冰箱：一个更清凉，两个更强劲。

62、大宝：大宝明天见！大宝呀，天天见！

63、福满多方便面：福气多多，满意多多。



64、光明牛奶：不网恋，成不了光明的牛。

65、汇源果汁：喝汇源果汁，走健康之路。

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篇二

浅谈中国文化

主要内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在其发展、进步过程中产生了丰富多彩的特性，文化都沉淀
为人格。当然，中国文化的未来由更多年轻一代的创造者来
决定。

一、中国文化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大家思想流派，像我们熟知的儒家思想，
道家、佛教思想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不同的发展
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在经历了一次次质变以后，已基本上奠定了中国文
化开放的基石，从此它便进行了跨越式的发展，先后形成了
京都文化、港台文化、岭南文化、环渤海文化等不同层次的
文化网络，其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化整体的进步与提升，19世
纪末，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文化又注入了些新的
活力，终经过多次的摸索实践，在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的
相互交融中，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又相继
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
无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中国文化的特性是什么

国文化具有淡漠的宗教意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海纳百川”、“尊师重教”、“宽容忍让”、“厚德载
物”等等成语，一直被轮番用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特性。



从余秋雨先生看来，把中国文化特性概括为礼仪之道、君子
之道、中庸之道。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国人精神凝聚的理
由，又是中国人在地球上的一个重大建树。

三、中国文化在近三十年的实质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这种民生文
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精神
重点，与以前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出了时代性的界限。以
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史观”也在渐
渐被“全民生态史观”所替代。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空前开拓，比较有效地普及了
“多元文化”。所谓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
化、对峙文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
异己的艺术形态，新锐的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
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
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普天大爱，应该珍惜，不容糟践。

总结：文化，当它以自己的身份争取尊严的时候，一点儿不
比政治、经济、科学简单。中国文化的前途取决于更多年轻
一代的创造者。既然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那么，年轻一
代的品行、等级、力量、眼界、气度、心态，就是中国文化
的未来。

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篇三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杨余香）

从原方案可以看出这是一项艺术活动，教师将幼儿发现美、
感受美、表现美三个部分逐层推进，可谓环节齐全，结构完



整。但活动过程似乎还不是很完满，给人一种“点到为
止”“不畅快”的感觉。

1．限于与“知识”的对话，缺少与“美”的对话

从《赶花会》后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教师似乎更多地在考察
幼儿对各种菊花的颜色、形状的了解。教师由开始问“什么
地方很漂亮”转为问“除了花瓣不一样，还有什么地方不一
样”“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由此可见，教师引导幼
儿“审视”菊花比欣赏菊花的成分要多（当然后者难免或多
或少地包括前者），这其实表明教师更倾向于引导幼儿认知
菊花，而非感受、欣赏菊花的美。同时，教师仅仅引导幼儿
观察菊花的颜色与形状，忽视引导幼儿去闻闻花的清香，摸
摸花瓣的柔软，以及发现菊花在大自然中展现的不同姿态，
而这些恰恰能激起幼儿对于菊花的更多经验、更多感受、更
多想象。

2．限于对话的形式，缺少对话的.内涵和精神

原活动在师幼一问一答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幼儿看似在自
由地表达观点，其实每一步都在教师的控制之下。在很多教
学活动中，教师往往是提问者，而幼儿永远只有回答问题的
责任和义务。其实对话的环境应该是开放的、自由的，教师
可以与幼儿分享自己的经验，以自己的感受去激发幼儿获得
更多的感受。比如在幼儿讲到“有的还是花苞”时，教师如
果发表一句“我想它有点害羞”，说不定就会引发幼儿更多
的奇思妙想，如“我觉得它怕冷”“说不定有谁欺负它了，
它正伤心呢”，等等。

3．限于艺术形式的组合，缺少艺术表现的空间

教师在最后再次播放音乐《赶花会》，幼儿在教师的语言提
示下（“有的朝上，有的朝下……”）表现菊花的姿态，然
后教师让幼儿运用绘画形式表现菊花。教师将幼儿的肢体动



作表现、绘画等集于一个活动，虽然表达了“可以用多种手
段表现美”的观念，但同时也使活动显现出“为表现而表
现”的痕迹。教师的提示让人觉得幼儿的表现并非是在真正
感受菊花的美之后发自内心的表现，而是教师计划与控制的
结果。

相关案例：《美丽的菊花》（大班）

方案相关讨论：

内容要少而精幼儿要主动参与

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篇四

中国古典舞身韵凝聚着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精髓与民族审美
风范，蕴含着千百年来传统舞蹈的神韵，脱胎换骨于戏曲舞
蹈而演变发展成为具有时代性的独特的艺术语言。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搜索整理的关于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内涵，欢迎阅读
欣赏，希望你喜欢!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持续关注我们应届
毕业生培训网!

产生于二十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古典舞《身韵》课，经过十
多年的实践，已逐渐为中外舞蹈界和学术界所认识。1993年，
它被国家教育委员会列为优秀教学成果而获得奖励。北京舞
蹈学院李正一和唐满城两位古典舞老教授，毅然整理、创建
了古典舞《身韵》课，使中国古典舞重振雄风，使古典舞事
业曙光再现。李正一教授在诠释“古典舞”时这样讲
道：“名为古典舞，它并不是古代舞蹈的翻版，而是建立在
深厚的传统舞蹈美学基础上，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的新古典
舞。它是以民族为主体，以戏曲、武术等民族美学原则为基
础，吸收借鉴芭蕾等外来艺术的有益部分，使其成为独立的、
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另一舞种和体系。”



身韵的主要艺术特征，是对形体动作的要求以神似为主，从
而突破了戏曲舞蹈的动作程式化模式。 “身韵”从字面上来
解释，可以说是“身法”与“韵律”的总称。“身法”属于
外部的技法范畴，“韵律”则属于艺术的内涵神采，它们二
者的有机结合及渗透，才能真正体现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其
审美的精髓。将身法与韵律相结合，使结合点集中在“变其
形而扬其神”上，从而突破了戏曲舞蹈的“做、打”程式化
动作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神韵带动形体的艺术特征，
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宏扬神形兼备的审美特
征。根据舞蹈自身的特性，提炼出元素化动作，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形与神的独特结合。身韵元素化动作中以“拧、倾、
圆、曲”突出人体的曲线美，以及表演者刚健挺拔、含蓄柔
韧的气质美。身韵要求表演者的动作必须遵循“三圆”运作
轨迹和“动、静”、“点、线”互含的审美原则，这一点集
中体现了古典舞民族性的“形”“神”统一的艺术特征。

形是古典舞舞魅之依附，是古典舞之美的传达媒介。
在“形”上必须首先

解决体态上的曲线美和“刚健挺拔、含蓄柔韧”的气质美。
如：《扇舞丹青》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中国当代古典舞“拧、
倾、圆、曲”的人体形态，领略到中国传统舞蹈行云流水、
迂回婉转、闪转腾挪、刚柔相济的动作意象，理解到“和谐
就是美”的审美原理、感受到“神形兼备”的内在精神气质、
感悟到“天人合一”的深层内涵。同时向人们展示出中国书
法的那种平稳凝重、奔放飘逸的神韵，体现出中国艺术形态
丰富、富有变化的特点。

中国古典舞在人体形态上强调“拧、倾、圆、曲”决不是什
么人杜撰出来的审美标准，从出土的墓俑和敦煌壁画中不难
发现，这样的审美标准是自古至今通过艺术家们不断努力创
新演变而来的。如秦汉舞俑的“塌腰蹶臀”，唐代的“三道
弯”，戏曲舞蹈中的“子午相”、“阴阳面”、“三块瓦”、
“拧麻花”，中国民间舞中的“辗、拧、转、韧”，中国武



术中的“龙形”、“八卦”，无一不贯穿着人体的“拧、倾、
圆、曲”之美。人们对古典舞常用“行云流水”、“龙飞凤
舞”、“曲折婉转”、“闪转腾挪”等加以赞誉，这一切形
象化的描述，实际上离不开运动中“圆”和“游”这两个特
征。古曲舞确实太注重“圆”的空间美和“游”的流动美了!
这也许和中国人崇尚龙的`图腾和把宇宙看成是“阴阳”
和“八卦”这种心理分不开的。

任何艺术若无神韵，就可以说无灵魂。无论谈诗、论画、品
评音乐、书法，都离不开神韵二字。但是究竟什么是“神
韵”呢?古人说神韵是一种“无迹可求，透彻玲珑，如空中之
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缘，言有尽而意无穷”的
感觉。还有人说“神韵真如神龙，令人见首不见尾，或者首
尾皆不能见”。难道神韵真是如此之重要而又无法弄明白吗?
我们认为至少在古典舞中人体的运动方面，神韵是可以认识
的，是可以感觉的。而且只有把握住了“神”，“形”才有
了生命力。中国古典舞中充满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体态形象，
将古典舞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情景交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中
达到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营造了一个恬
静、雅致、高远的意境。“形未动、神先领、形已止、神不
止”这一口诀形象地、准确地解释了形和神的联系及关系。
因此，在身韵中，每一个最细微的过程、最简单的动作都应
是陶冶神韵的过程。因而我们说人体动作中的神韵并不是虚
玄抽象而不可知的，恰恰是起着主导支配作用的艺术灵魂。
可以说，没了神就没了中国古典舞。没了内心情感的激发和
带动，也就失去了中国古典舞最重要的光彩。

不随意乱用技巧，不张扬，不浮躁，通过舞者身体那快慢相
宜、刚柔相济、抑扬顿挫、错落有致的运动，将肢体动作的
幅度、力度、速度、重力和空间相结合。时而高山坠石、千
里阵云，忽而春蚕吐丝、绵里藏针的舞蹈形象、形式之美，
令人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劲”不仅贯穿于动作的过程之
中，在结束动作时的“劲”更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戏曲、芭
蕾舞、武术套路都是十分重视动作结束前的瞬间节奏处理，



中国古典舞更不例外。它有如下几种典型的亮相劲头：“寸
劲”――体态、角度、方位均已准备好，运用一寸之间的劲
头来“画龙点睛”。“反衬劲”――给予即将结束的体态造
型以一个强度很大的反作用力，从而强化和烘托最后的造型。
“神劲”――一切均已完成，而用眼神及肢体作延伸之感，
使之“形已止而神不止”。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了中国古典舞
独有的舞蹈韵味和独特的精神气质，让人们在意醉神迷、出
神入化中品味中国古典舞蹈向前发展的无穷神韵。

古典舞在节奏上的特点也很突出，这与我们民族音乐的特点
是分不开的。我们民族音乐很少像西洋音乐那样强弱相同、
有规律的匀速、脉动式的节奏，一般表现为弹性节奏和点线
结合的特点。因此，所形成的动作的内在节奏，诸如刚柔、
动静、缓急、放收、吞吐……抑扬顿挫、点线结合等，从而
产生我们特定的动律特点和韵律感。无论是一气呵成、顺水
推舟的顺势，还是相反相成的逆向动势，或是“从反面做
起”，都是体现了中国古典舞的圆、游、变、幻之美，这正
是中国“舞律”之精奥之处。从人体的运动整体分析出“形、
神、劲、律”各自的特点，然后又产后并达到“形、神、劲、
律”的统一，这正是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出发点和归宿。

“呼吸”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光
是古典舞，包括国粹京剧和武术也很重视“呼吸”的作用。
我们在表现任何一个舞蹈作品中，都离不开“呼吸”的运用。
一个好的艺术作品，除了编导的构思创意和演员的表演
外，“呼吸”运用的好与坏也是很关键的。因而“呼吸”在
中国古典舞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古典舞讲究气平、气匀、气
稳，以求意稳、心稳、劲达。若能如此，方能在表现舞蹈作
品时做到 “气从意畅，神与境合”。由此可见，中国古典舞
最突出的美学特征便是讲究“呼吸”。例如中国古典舞
中“云手”、“晃手”及一些程序化了的舞蹈造型中的“射
雁”、“顺风旗”等，这些造型的完成，都是由气息带动而
完成的。“呼吸”在舞动中起到润滑剂和动作之间的连接气
息作用，使之产生一种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可给人



以“韧”和“律”的感受。中国古典舞，以一吐一纳的气息
巡回往返，在“冲”、“靠”、“腆”、“移”之中形成
以“云肩转腰”味代表的运动规律，并以呼吸控制而达成
的“拧、倾、曲、圆”的空间轨迹，折射出中华民族独特的
精神脉动和气质神韵。

“身韵”已具有比较强的民族特性，有我们民族的审美特征
和美学规范。“身韵”不是终结，而是一个具有衍展性的生
长源点。它体现了中国古典舞的风貌及审美的精髓并以其丰
富多变的舞姿、浓郁的民族风格及强有力的表现能力，成为
中国古典舞的核心和主要标志，是中国古典舞艺术灵魂的所
在!

中国桥内涵发展演讲稿篇五

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来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它融合了中
国武术和中国戏曲的部分特点，是中国众多舞蹈艺术中一个
独具特色的类别。下面小编为你分享中国古典舞“圆”的外
化和内涵，仅供参考！

在我们欣赏中国古典舞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到舞蹈中最常
出现的动作是划圆，最常出现的曲线是圆。圆是其运动的核
心规律，虽然舞者走向、动作不尽相同，但是都是在划圆，
在划圆的同时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呈现圆的感觉，用气动带
动律动，划圆的做高境界就是有圆似无圆。在中国的传统文
化中，圆意味着柔和、流畅，蕴含着灵动、圆满的意义。而
中国古典舞中对于圆的理解分为两层，其一，形式上的流畅、
圆润。中国古典舞的动作讲究动静结合、柔美含蓄、曲折变
化，目的是使得舞蹈呈现出一种神形兼备和诗情画意的美。
这种“圆”又是一种辩证的圆，是柔中带刚，而不是柔弱无
力。中国古典舞有一种气韵，行散而神凝，创造了一种强烈
的视觉美感。其二、“圆”意味着整体感知上的完整、圆满。



中国古典舞中的“划圆动作”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周而复始的
概念契合，认为闭合的圆，无始无终，是完满的代名词，其
均衡、回环的运动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
融合统一。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中国古典舞中的“划圆运
动”，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古代《易》理中的太
极图由一个大圆、两个小圆和一条s线组成，分为黑白两界。
中国古典舞中圆的理念正是由此而来，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
的思想。《周易正义》曰：“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
而为一。”这就是说太极图外圈的那个圆象征着元气混而为
一的宇宙，外圈内转，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统
一;s线隔开的黑白双鱼象征的是自然界中物质的既对立又相互
统一的关系，体现出自然刚柔并济与和谐。太极图归纳的不
仅是自然规律，同时体现了中国艺术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
在中国古典舞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了。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
一直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规律，注重阴阳调和，而“圆”
正是这一调和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国古典舞的“划圆运
动”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古典舞风格的核心
价值就在于“圆”的外化和内在的统一。

中国古典舞中“圆”的构成不仅仅体现在舞蹈的动作线条上，
它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完美艺术精神的体现。古典舞的整个
表演都充满着饱满感，这种饱满同时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两方
面，舞蹈动作流畅、浑然天成。

中国古典舞中“圆”的典型元素包括：“云间转腰”、“风
火轮”、“双晃手”等。中国古典舞中的基本动作是腰的运
动，而“云间转腰”又是腰的动作中的代表动作，它以腰为
轴，把“冲、靠、含、腆、仰”六要素贯穿在“划圆动作”
之中。具体就是无论在舞台上怎样做“划圆运动”，都要找
到圆心，然后身体以圆心为点划圆。“风火轮”有平圆、八
字圆和立圆三种划圆方式，主要特点是以“划圆运动”为原
则，姿态变化多样。“风火轮”用手臂划立圆，用肩部划八



字圆，两个动作交替进行，构成一个类似于8的图形，在加上
其中蕴含的“拧、倾”元素使得舞蹈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命力。
“双晃手”是上肢和手的动作，也是划圆。在双晃手动作过
程中，呼吸的吞吐、手臂肩、肘、腕以及颈部的环动融为一
体，充分表现了古典舞的和谐圆润的韵味。

走圆运动强调“起于心、发于腰、行于外”，以腰为中心作
划圆运动。古典舞的美体现在舞者 “拧、倾、圆、曲”的体
态之中，这是一种静态之美。古典舞强调由身体各个部位的
协调一致，形成由此四要素构成的“圆”，这是一种整体形
象。古典舞的“圆”同时体现者走圆的动态之中，古典舞的
各个动作之间是以圆为中心进行连接的，是一种非对称、非
直线、非平均、动态的流动过程。这要求舞者通过身段的圆
起、圆行、圆止来完成各个圆的动作，这种动态的圆体现在
古典舞所有走圆和划圆的动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