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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国学经典演讲稿(精选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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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
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
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一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
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听到同学们的朗读声，我仿
佛穿越时空，走进两千多年前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去聆听
他的谆谆教诲，去感受他的人生智慧，去追寻他的敦厚之风。

孔子的很多言行都被弟子记录在《论语》里，得以流传千古。
《论语》它是一部闪烁着理性光芒、包蕴着朴素道理的文化
经典。它阐述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的仁义道德，这是孔子学说
的核心，也是儒家学派的主导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
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论语》
提醒现代人要重德。重德即是顺应天道，顺乎宇宙的规律。
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这种态度同时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他最喜欢的'一个学
生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只有真
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那份恬静
和安宁的心境。



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
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
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重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为师。在我们日常生活
中，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人，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优点，值
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

《论语》里有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大智慧。我庆
幸是瓦市小学书香浸润我。让我深深感到来到瓦市小学读书
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有国学经典的熏陶。我来到瓦市小学是
幸福的，因为瓦市小学充满了浓浓的书香味，能够感受到国
学经典的无穷魅力。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三

《论语》传递的是一种态度，一种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
孔子的这种态度同时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他最喜欢的一个学
生颜回，他曾经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
也。”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的繁荣，享受着这种文明
成果的现代人仍然存在复杂的心灵困惑。只有真正的贤者，
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那份恬静和安宁的心
境。

孔夫子关于学习的态度更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这是《论语》
中给我感触最深的两则。前一则是说几个人走在一起，那么
其中必定有可以当老师的人;后一则告诉我们敏捷而努力地学
习，不以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为耻。这两句话虽然出自两千
多年前的孔子之口，但至今仍是至理名言，意义至大。“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这句话包含着一个广泛的道理：能者



为师。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接触的人很多，而每个人都有
一定的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亦可成为我们良师益友。多
向我们身边的这些平凡的人学习，就像置身于万绿丛中的小
苗吸收着丰富的养分。高山是那样地雄伟绵延;大海是那样地
壮丽无边。山之所以高，是因为它从不排斥每一块小石;海之
所以阔，是因为它积极地聚集好一点一滴不起眼的水。正所
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若想具有高山的情怀和大海的
渊博，就必须善于从平凡的'人身上汲取他们点滴之长—“择
其善者而从之……”。

《论语》里有太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生大智慧。我庆
幸是润新的浓浓书香浸润了我。让我深深感到来到润新是幸
运的，因为有国学经典的熏陶;来到润新是幸福的，因为润新
校园充满了浓浓的书香。

我知道学习任何经典，先人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
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射下，提高效率，缩短历
程，使我们尽早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真正建立起来有效
率、有价值的人生。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
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四

最近读了一本叫做弟子规的书，使我渐渐感悟了《弟子规》
的意思。我这才发现，原来做人也有许多规则，因此，想做
一个受人敬重的人就得有规有矩，有礼貌，尊老爱幼，守信
用。我就说一说我读后的感受吧!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它的意思是：不管
父母、亲人爱不爱你，你都要尽你做人的孝道，尊敬父母、
亲人。

其次是《出则弟》，它是教我们怎么和别人相处的。比
如“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意思是：兄弟朋
友要互相尊敬，要和睦，如果不和睦，父母就要为你们操心，
和睦,就少了父母亲的一份担忧，就等于是孝敬父母了。所以，
我们一定要和兄弟姐妹们和谐相处，这样我们的父母看了才



会从心里面为我们感到高兴，我们也会因此更快乐的'。

《谨》我们生活中做什么事，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俗话说：
无规矩，不成方圆。穿衣服要系钮扣，要整洁，还要符合自
己的身份;喝酒要适量，不要喝醉了，否则容易被别人“说闲
话”。尤其是不应该在背后谈论人家的长短，这样是不好的，
也是不道德的。

人不要自私，要大方，不计较小事，这样人也会变得很快乐。

仁，代表仁慈、亲仁。对外人仁慈，对亲人仁慈，对朋友仁
慈，对同事仁慈…… 现在什么人都有，但有几个是做
到“仁”的?俗话说的好，人无完人吗!只要我们尽量做好自
己应做的，至于别人怎么说，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五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非常有幸，今天能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一起谈谈，我心中的
国学。

所谓国学，从字面上理解，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
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对于我来说，国学一直是以
文学的形式扎根在心底，从为萌发的种子，到后来的发芽，
抽枝，长叶，终成了一朵在神州大地上翩跹起舞的文学奇葩。

其实从文字在仓颉手中诞生的那一刻起，文学便注定要以无
限的魅力，支撑起一个民族的脊梁。请留心看看，在斑驳岁
月的甲骨上，在风尘历史的竹片里，在绚烂千年的锦帛中，
处处记录着文学的美丽容颜。

对于诗经，我们用诗的清雅去寻找，用经的深邃去看待，它



也许是我们前世的前世，我们心底曾经响过的`声音。我们曾
一起吟诵的歌谣。

诗经三百，不过是前生无邪的记忆。

国学之茎——唐诗

汉唐，中国民族五千年里最辉煌的岁月，它遗留下的风韵洒
入我们的血液里，像金子一样熠熠生辉唐朝是我国古典诗词
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在所有的古代文学体裁中，兴许是
我们最熟悉的。很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或老师就一字一句
教予我们”床前明月、春眠不觉晓。“但当时也只是学得囫
囵吞枣，不求甚解。殊不知，唐诗也有它的美丽与哀愁。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王维的《山居秋暝》。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天色已
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
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宛若一缕清风，渗
入心扉。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
人。“李白的《月下独酌》。月和酒，一直是李白的最爱，
可两者都蕴含孤独，不得志，愁闷之意。前一句”独“，后
一句”孤“，李白在尘世中活得无可奈何，唯一可以陪伴左
右的，只是影子，单薄且虚妄。

不同的诗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笔下诗句的情感也会迥
然不同。而唐诗，也正因此变的瑰丽多彩。

国学之枝——宋词

宋词从唐诗发展而来，汲取了《诗经》《楚辞》的营养，一
直到现在，仍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柳永、李清照、晏殊用柔婉的文笔，细密的心思，写尽人性
感情中委婉哀愁的一面。《雨霖铃》中的一句”多情自古伤
离别“在秋风萧瑟时，柳永将自己的真实情感用文字表达得
如此凄婉动人。而晏殊用”夕阳西下几时回“的慨问道对美
好景物的留恋。反之，苏轼、辛弃疾的气魄便如虹，慷慨的
高昂之调用一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便
能震撼住人心。

国学之叶——元曲

元曲给我的印象一直以来都是十分独特的，所以它才有资格
与唐诗宋词鼎足并举。

从马致远一人，影射出元代作曲家水平之高超。一方面，元
曲继承了诗词的清丽婉转;一方面，元代社会使读书人位于”
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因而使元曲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
光彩，透出反抗的情绪。这些均是元曲用葆其艺术魅力。

国学之花——文学

我心中的国学，是古代文学这株摄人心魂的美丽花朵。从清
雅的诗经。到瑰丽的唐诗宋词，缠绵的元曲，无一不诠释华
夏五千年的文明。大家也许都读过中国的四大名著，那就更
应能深体会到古代文学的吸引力，且不言水浒红楼的忠义与
酸辛，但是三国里曲折的情节，令人惊叹的韬略，就是如此
引人入胜。何等华丽的辞藻，也难以形容其艺术程度之高。

因此，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国学中犹唯突出的传统学术文化。
它罩着迷离唯美的光环，溢出清淡纯粹的芬芳，却又不失历
史沉香的气息，即使在世界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最后，愿我心中的国学能如冲天的火焰，点燃越来越多龙之
传人的瞳孔!



谢谢大家。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六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七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积淀了众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经典，涌现出了难以



计数的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人物。
走进经典之中，我们会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咀嚼《论语》，我们懂得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的学习之道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我们
学会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智慧;我们知道了“逝
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惜时如金，我们还理解了“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的勇敢与执著。

走进《史记》，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
年的成长画卷，我们更感受到了司马迁身残志坚终成巨著的
顽强与不屈。 吟咏李白，我们惊叹“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
抚膺坐长叹”的奇特想象，佩服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的豪迈情怀。诵读杜甫，我们感动于他身处贫困却思索
着“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襟。 泛舟赤壁，我们不
仅领略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壮美景观，更感受到苏
子身处逆境却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欣赏《窦娥冤》，我们不仅了解了封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
悲惨命运，而且感受到了作者关汉卿揭露黑暗的勇敢与犀利。

阅读《三国》《水浒》，我们感受着战争的惨烈和忠义的价
值。

赏析《红楼》，我们在惊叹贾家的奢华糜烂的同时有流连于
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

同学们，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
走进其中，你能找到道德的榜样，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误;走进其中，你能领略学习的乐趣，明白什么是忘我，什
么是充实。在经典中，你能感悟到做人的道理，生活的艺术，
文学的境界。

走进经典吧!走进经典，你就能更快的完善你自己，走进经典，



你就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尽一份力。让我们行动起来，走进经
典，传承文化，弘扬传统，完善自我。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八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传承国学经典》

《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
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
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
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
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
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
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
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
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
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
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
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
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
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
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
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
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曰：「养不教，
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
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
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
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
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
慧眼者，当见于此。 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
坚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
忆力非常好，应该把前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
牢牢地背记，并烂熟于心中。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
义，但是先记住，好比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
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
然酝酿发酵，必然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如果在孩子在记忆、
记忆力强的时候，不给他一些经典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
“厚积”，怎么能“薄发”呢?怎么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
呢?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
字经》。“弟子”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规”“夫见”
意思是大丈夫的见解。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
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弟子规》没做到，学习别的经
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弟子规》共360句(1080字)，概述简
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
的精髓。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力抗金兵，保家卫国，即使皇帝昏
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的民族气概!

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
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吹梅
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做



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语!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复
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国学经典的演讲稿篇九

青春山大，古风流韵。传统文化就像一阵春风，吹过这个青
春而富有内涵的校园。一个有魅力的校园同样需要充满魅力
的传统文化的滋养。了解传统文化，提高自身修养;弘扬传统
文化，美丽情满中华!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
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
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
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所有的国学讨论，归根到底都是
东西文化的交流，是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思考如何正确对待
本国已有的文化传统，如何建设具有本国、本民族特色的现
代化国家。

我们发扬传统精华，发掘我校青年学生的青春活力，向山
大“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进军。当然，
更重要的是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为中华文化的复兴略进绵薄
之力，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使国学随青
春飞扬!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风中招展的艳帜为
我们带来的不仅是蓬勃的`朝气，更是新时代青年学子对祖国
千年文明的敬重与对传统精华的承接。“苟日新，日日新”，
踏着青春的步伐，呼吸朝露的清爽，让我们共聚一堂，为我
们的文化放歌!

纵横五千年，琅琅晨读声。侃侃把古谈，风清云高淡。

身负天下志，晨兴吟沐泽。执手问古今，无畏青年人!

我们是年轻的斗士，是时代的弄潮儿，风尖浪口磨不掉我们
的斗志，起起伏伏摔不掉我们的勇气。以史为鉴，以古为镜，
国学，今天我们诵读，明天我们传扬!在晨光中沐浴古典文化
的独特魅力，在伟人圣哲的教诲中提升个人素质。小至修身，
大至治天下，在这里既有经世致用又有达观练达,既有平凡人
的生活又有圣哲的狡黠思辨，让你不由得陷入其中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