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汇总9篇)
演讲比朗诵更自然，更自由，可以随着讲稿的内容而变化站
位。一般说来，不要在演讲人前边安放讲桌，顶多安一个话
筒，以增加音量和效果。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
稿呢？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一

大家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纪念屈原，过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端午节。那端午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端午亦称端五，
"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
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
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
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
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

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如：
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
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是
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
渡作为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
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
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
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
盛行于吴、越、楚。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



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每年五月初，中国
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
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
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
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
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为了传承屈原的.爱国传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谢谢大家。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二

大家好！

记得小时候，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总让我数今天家里吃了多
少人，多少手，多少腿。后来才知道我妈是在教我数学。

入学后，我发现数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课程。不需要死记硬
背。只要认真听讲，掌握它的规律，灵活运用，认真计算，
就会取得好成绩。

记得上学期初三期末考试，考了100分，班级第一，很开心，
也很自豪。到了下学期，我觉得自己基础不错，就没怎么注
意学习。期末考试我只考了80分。妈妈知道了，没有骂我，
而是耐心的坐下来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数学不好
吗？”不是你不行，是你轻敌！数学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
单，它需要你的灵活和认真的呵护。”我听了妈妈的话后低
下了头。

突然到了四年级，数学难度越来越大，从简单的一位数加减
乘除到三位数除以二位数，混合运算等等。我只是知道学什
么都不容易，但我是个大大咧咧的王者，每天的作业里总有
一点点计算错误，更别说考试了。以这次期中考试为例，我
完全有能力拿满分。因为一个计算错了，唉！



前几天开家长会的时候，我妈没有像上次那样说好话。回到
家，她板着脸说：“如果一个人一直犯同样的错误，那不是
他的粗心，而是他的粗心。无论数学语文还是英语，一定要
好好学习，有好的学习态度，才能有好的表现！”我听了很
惭愧。

数学是我热爱的学科，一定是我的强项！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三

今天是我课前三分钟演讲的时候了。在基督降生320xx年以前，
有一个古希腊大政治家，雄辩家，是一个真正变态的家伙，
不信，请允许我用他真实的经历给你们一一介绍！

德摩斯梯尼天生就是一个声音微弱、吐字不清而又气喘的人，
（可以想象，他真是可怜！）尤其是“r ”这个字母，他怎么说
也说不清楚，而且他的发音比刚学会说话的小孩还更糟糕！

当他站在台上面对听众演讲时，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尤
其是在他第一次尝试演讲时，他的语句全混乱了，听众们都
放声大笑。为了提高自己演讲能力，他特意挖了一个地洞，
每天在里面练习他的声音，和演说的姿势，他还将自己的头
发剃去了半边，以此来控制自己想上街的欲望。德摩斯梯尼
的坚持终于取得了成果，他成为了自古以来古希腊最伟大的
演说家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缺陷有时就是上苍给他的成功
信息的暗示，一个人的弱点可以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激励因
素，也可成为你消沉胆怯的借口。当德摩斯梯尺在含小石子
时，当他在海边、在洞坑里的时候，心里肯定依旧在想，我
要变态！我要超越常人状态，在几十年后，他将会说：“如
此的这种的变态，怎么可能不成功？！

爱迪生在发明灯泡的过程中，经历了1万多次的失败，；可口



可乐公司开张第一年反销出了400瓶可口可乐；创立迪士尼乐
园的沃乐特？迪士尼在报社工作曾以“缺乏创意”被开除；
超级球星乔丹曾被所在的中学篮球球队除名；瑞弗。约翰逊，
十项全能的冠军，有一只脚先天畸形。

当他们完成了各项伟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如此的这种
变态，怎么可能不成功？！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四

大家好，在这次竞选活动中，我竞选的职位是班长。在班级
中，班长起着管理班级卫生，作息，纪侓等方面内容，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担任过值周班长和小老师后，我慢慢地懂得了管理班级的
作用，也学会了管理班级，老师也让我们学着怎样把班管的
井井有条，比如看到地上有垃圾，立刻派人去打扫，还要让
同学们服从自己的管理。

如果我竞选成功，我会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影响大家，
我会做好本职工作。让班级里每一位同学都体验到我的服务，
把班级打造成“活泼，严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班集体。

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五

大家好！

我独自倚坐在窗前，听着雨打梧桐的声音，点点滴滴，心欲
碎，那声音仿佛锤子打在了我的心头，敲击着心口最柔软的
地方，我面容平静，但内心却如泉水般波涛汹涌。

可见父爱是多么的'平凡，但我相信这份爱不平凡，因为这就



是父亲，走进他的世界，我才明白父爱无痕的真谛！

谢谢。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六

海伦·凯勒有这样一句非常形象而生动的话：“当一个人感
觉到有高飞的冲动时，他将再也不会满足于在地上爬。”正
是有了远大的理想，正是有一种信念，她接受了生命的挑战，
创造了生命的奇迹。她，盲聋哑集于一身的弱女子竟然毕业
于哈佛大学，并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奔走呼告，建起了一家家
慈善机构，为残疾人造福，被评选为20世纪美国十大英雄偶
像。理想和信念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使她才走出黑暗，走出死
寂，理想和信念像巨大的羽翼，帮助她飞上云天。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不是活在物质世界里,而是活在精神世界
里，活在理想与信念之中。对于人的生命而言，要存活，只
要一碗饭，一杯水就可以了;但是要想活得精彩，就要有精神，
就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有了二者就能使贫困的人
变成富翁，使黑暗中的人看见光明，使绝境中的人看到希望，
使梦想变成现实。 小时候的我，怀着满满的憧憬，编织着我
的未来，想象着自己将来会干什么呢？那无数个梦想，梦想
着自己成为了科学家、教师、医生或许，理想总是美好的，
现实中的我却没能在学校里充实自己，满载着知识去实现我
小时候的期待，一切的梦想都远了，甚至有时候想着，或许
就这样度过我的余生也好，满足于现状。可是却随着慢慢的
长大，我懂得了每个人活着，总得有个理想，有了理想，就
等于有了灵魂。就如高尔基所说，一个人追求的理想越高，
他的才力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而这一刻，我认真
聆听，却发现，慢慢长大的我对于理想与梦想的恍悟，还只
是一个片面的自我意识，在学习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
础》后，我获益匪浅，终于明白理想需要与现实联系，以信
念支撑。



没有理想的年华是空洞的，就如一道不美观却很好吃的食味，
即便再好吃，却总感到索然无味了。有了理想与信念，我们
才能让自己始终积极向上，学会向前看，忘掉所有的失败，
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不顾一切地坚持到底。为了实现自己
的理想与信念，首要的是确立目标，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有自
己的理想和追求，理想是人生的奋斗目标，是人们对未来的
一种有可能实现的想象，因为有了奋斗目标，才能清晰自己
努力的方向。其次是坚定信念，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有
无坚定的信念是关键，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
确立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信念。有了明确的目标，有了坚定
的信念，再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要经得住艰难险阻的锻炼
和考验，再难事情也能达成理想的结果。 但是，理想与现实
往往存在很大的差距，人们的理想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在
不同的条件下，会有所改变，也容许改变。当一个理想实现
不了的时候，必然要改变理想，关键是不能气馁，干什么都
要干好。因此，要在实践中把理想化为现实，把个人的命运
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才能在奋
斗的实践中把理想转化为现实。也就是说，将个人理想与社
会理想联系起来，站在科学、民主、自由的肩膀上，举
起“和谐发展，大家都赢”的旗帜，创建一个高度和谐发展
的社会，创建人们的大家庭、和谐世界、理想境界，升华至
人类的最高理想。由此可见，在这个越来越重视个性培养和
自我设计，越来越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的时代，如何实现个
人理想尤为重要，而实现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与社会理想的
关系密不可分，我们要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 个人理想是
指个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道德情操和职业方面上的追
求和向往，它是社会各个成员根据自己周围的客观条件和自
己的主观条件所确立的理想。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历史条
件、工作生活环境以及个人经历、年龄、兴趣爱好不同，其
奋斗目标也有层次的差异。在同一社会或同一种环境中，有
的人可达到高层次的水平，有的人则只能处于低层次，包括
道德理想、职业理想和生活理想。理想是一个人对未来有可
能实现的奋斗目标的向往和追求。



导对国家、集体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与满足个人的利益愿望、
实现个人的价值统一起来，个人理想才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和持久的生命力。

总的来说，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密不可分，我们需要的是个
人和社会的有机结合，树立远大的目标，以振兴民族为己任，
并且视社会理想为个人的奋斗目标，全心全意的服务于理想，
实现全民族的目标，我们的个人理想也将变得有意义，才会
发出璀璨的光芒。怀抱理想与信念，我们心怀民族，将个人
的抱负转化为实现社会理想的原动力，我们就会有和谐的社
会，美好的人生。

而我，也将重新拾起自己的那点小心思，怀抱自己心中的那
一份希冀，努力实践，坚守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付诸实际，
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七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20xx我创造的幸福》。

幸福是需要我们大家自己去创造出来的。

不知从哪里飘来一张纸，上面有着我喜欢听的歌的歌词。死
光的脑细胞瞬间恢复了，音乐会怎能少得了个去呢！我快速
奔下楼，拿来手机播放这首歌。

听着，听着，我想起了与四档之间的点点滴滴，不禁跟着哼
起来。渐渐地，我能看着歌词一字不漏的唱出来了：“……
是你的双眼折射思恋，用微笑欺骗……我放开了手，却张不
开口，是你的微笑让我沉默接受……loving you baby let is
go……”这首歌的名字叫《想陪你一起走到终点》我和死党都
特别的喜欢。

一首喜欢的歌，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有歌有舞，让我沉



浸在欢乐之中，淅沥的雨后不会见到彩虹，但它是快乐的，
自由的。我能够是自己感受到快乐，这也是一种幸福。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大不相同，其实只要我们用心感受、用
心体会、用心聆听、用心创造，你就会发现：我们身边的点
点滴滴都是幸福！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八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人民从来
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传承美德。
下面是小编整理了弘扬传统美德演讲稿三分钟，希望对你有
帮助。

身为中华民族的公民,我们不仅为秀丽的山川、辽阔的江河倍
感自豪,也时常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而骄傲。上至道
德崇高推行禅让的始祖，下到当今感动国人的各路志士。也
无某们已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或许也记不起他们的相貌，但
是他们高尚的品德，却始终烙在我们心中。

提到传统美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
个字浮出脑海，这八个字也高度的概括了我们生活中的一切
美德,后来很多的美德也是由这八个字延伸。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那些做孩子的
明白得太晚，还是父母离开得太早呢?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何
不趁早，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考出一个优异的成绩来宽慰父母，
回报亲人呢?既然是父母亲人的愿望，那我们为何还要懒散
呢?“父母呼，行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同学们，让我们
从小事着手，用一举一动来证实我们的孝心。同学们，努力
吧，让六月高考优异的成绩，化作孝顺父母、宽慰亲人的乐



章，和着父母亲人快乐的笑声，让这曲凯旋之歌更加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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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勤学、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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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敬长、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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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的祖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长碧的江
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可堪自
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们的传
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承继传统



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

一. 爱国、气节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
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只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孟子提出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是集
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古往今来 ，多少仁人志士为维护
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爱国方面为后人作出了榜样。
诸如卓有见识的林则徐，血染吴淞口的陈化成，维新被杀的
谭嗣同，推翻帝制的孙中山，横眉冷对的鲁迅，抗日献身的
张自忠，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共产党人都体现了这一民族爱
国精神，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以上种种爱国和气节的实例，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然而在中华历史上面对物质世界
的诱惑及权势的威迫，小则卖友求荣，大则卖国求贵也大有
人在。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

二. 奋发、立志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
发向上的精神，而立志又决定了一个人，一个 民族，一个国
家在前进道路上的努力方向。

“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说明一个人的成长与其少年时代有
密切联系，历史上少年大志者不乏其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
前去广州革命根据地，途经长沙写下的《沁园春·长沙》 ，
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现出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
的豪情壮志，并为之奋斗终身。十九岁的周恩来所作“大江
歌罢掉头东”也体现了他改造旧中国的远大志向。可谓少年
壮志凌云。

有志者事竟成。但这志唯有以天下百姓，以国家民族为出发



点、为归属，才符合传统的民族精神，才能宏大高尚。奋发
立志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在人生途中不断地砥砺操行，完成大志。这就要
求我们胸怀鸿鹄之志，奋发图强。

三. 改革、创新

中华民族虽遭受过外族的入侵和列强的蹂躏，但她却是四大
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保持自己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民族。
原因很多，其中与中华民族跟随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
传统美德是分不开的。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面对北宋中期以
来积贫积弱的现状，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是何等的针锋
相对。王安石这种反对守旧，勇于进取的思想及大胆变法、
勇往直前的精神，使他大大领先于时代，为后人推崇和尊敬。

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
化，勇于创新的一个民族。近代的林则徐从中国反侵略战争
和国际交往的需要出发，组织翻译整理成《四洲志》，成为
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书籍。策划海防时也先
着手调查西方情况，这对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
封闭愚昧状态，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迈出了
坚实一步。直至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民
主”和“科学”;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
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之路，都体现
了中华民族改革、创新的优良传统。

历史告诉我们，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既离不开生养、哺
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也离不开及时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先
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锐意进取，敢于和善于改革创新。

四. 勤俭、廉正



勤俭、廉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勤政、
勤俭带来了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前朝秦隋的穷奢极
欲导致覆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人云：“节俭朴素，人之
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表明中华民族对勤俭与奢侈鲜
明的善恶态度。

不为金钱或物质所惑，不为权势所动，终身保持廉洁、清正
的节操，这就是廉正。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要留清白
在人间”。他为人间留下了两种清白，其一是为民族为国家
不计个人安危的“清白”之心;其二是平时严于操守，廉正不
苟的“清白”之风。由于北京保卫战有功，他受到赏赐还加
官进爵，但都被他坚决推辞，后遭谗陷抄家时却是家徒四壁。
于谦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赢得世人崇敬，于今天也
深有启迪。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廉正美
德得到升华。

五. 敬长、知礼

敬长即尊敬长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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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人民从来
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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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当你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当
你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当你学会向父母表达
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当你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当
你学会"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时候;当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
误的时候;当你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你所做的一
切，不都是在承继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

让我们为拥有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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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文明、高雅、有气度、有风范!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孕育了五千年的辉煌，五千年的历史，
留下了璀璨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仁人志士层出不
穷，中华美德熠熠生辉，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在华夏大地，这片波涛汹涌的大地上，在寒风凛冽的世界第
一高峰，插着一面用爱凝结成的，万古流芳的旗帜。

中国年历史，中华人民的美德却渐渐消失，但这件事让我难
以忘怀讲信用，说到便做到，这件事也改法。

讲信用，说到便做到。那是在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爸爸新给
我买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钢笔。我的好朋友小琳，用着羡慕的
眼光仰慕我的钢笔，说：“好漂亮的钢笔，一定很贵吧!我也
好想要啊。”听了这句话，我的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是
啊，我爸爸买给我的，很贵的，要在专卖店才有。”小琳咽
了口水，好像有事相求，但又不好意思。“能借我用用吗?”，



“星期一一定还你。”这一句让我不相信。因为小琳家很穷。
我还是答应了。放学后，和小琳告别后，回家了。星期六，
我想去她家看看，但一进门，她歉疚的表情映入了我的眼帘。
她坑坑巴巴的说：“对不起”就迅速的跑了，这让我在此怀
疑。不就后她来到了我家，手上还拎什么：“你这么啦，是
不是不舒服!”“对不起，我把你的钢笔弄丢了。”我很惊讶。
“我一定会补偿的，这是我用压岁钱买的，把你钢笔弄丢了，
对不起。”我十分感动，她真是说到做到。这正是中华美德。
“这只笔要一百多元。和那只笔一模一样，一样金光闪闪，
从这到专卖店去要两个小时。她是多么的讲信用啊，这只小
钢笔，她愿意用自己的钱去保护友谊，这让我感动流泪。

信用，你只要去信守，所有人都会尊重你和你做朋友，所以
礼节美德很重要。

谢谢大家!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礼义之
邦”而著称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诚信、厚仁、重义、敬
亲、贵和、求新、好学、勤俭、奉公等道德要求，经过数千
年的不断陶冶、实践和发展，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
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其重视“精神生活”、“道德
人格”、“崇高境界”、“理想信念”、“诚实守信”在人
的生活中的导向功能，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目
光短浅、低级庸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来说，
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道德，只要我们
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吸取其精华、批
判其糟粕，传承其美德，抛弃其局限，并力求在新的市场经
济条件下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
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
道德水平，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有助于“以德治
国”的实施。



为了使道德建设更好地深入人心，具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和通俗易懂的形式，还必须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人民群众
进行诱导、启迪和教育。特别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运
用“格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特点，使他们在青少
年这个便于记忆的时期，熟记和背诵这些“格言”，就能够
更好理解、感受和身体力行这些格言的内容，这不仅对当前
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有教育的意义，而且，在长大成人后，
对他们更好抵御各种不良影响的腐蚀，也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古代的思想家强调，对青少年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
就是要把必要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格言，对青少年“讲而习之
于幼稚之时”，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
成”，长大成人以后，对社会的正确的道德要求，也就能够
顺其自然、严格要求，也就不再会有格格不入“捍格不胜”
的忧虑了。

“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代要求，是建设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按照传统道德基本内容，把传统
美德分为爱国、明智、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改过、厚
仁、贵和、敦亲、重义、尚勇、好学、审势、求新、勤俭、
奉公、务实等18个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传统美德的
各个方面，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在当今社
会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格言”，这对于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
育和陶冶他们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加强
以德治国，培养民族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传统精神文化。

传统精神文化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
特有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
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这是一个民族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xx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的深
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普及
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民具
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而从
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神，
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的传统文化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传
统文化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
儿女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传统书法演讲稿三分钟内容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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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勤学、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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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敬长、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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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