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演讲稿修改 中国传统文化演讲稿发
言稿修改版(汇总5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那么演讲稿该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以下
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演讲稿修改篇一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华夏几
千年的文明史，使中国成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创造出无
数灿烂的文化，使华夏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
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
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
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
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
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
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
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发
展的人文之学，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
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
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世界文化发展重大的影
响。1570年至1870年的300年间，西方国家出版的有关介绍中



国文官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书籍多达70种。《三国演义》《西
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
响着世界文坛。而中国传统文化对东方世界的影响，更为直
接，也更为全面和深入。在历史上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文
化与东方世界的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的文化的
关系，达到了十分密切的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水
乳交融、密不可分，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传统文化是起源
于过去、融合现在与未来动态的主流观念和价值取向，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广泛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和谐持
中的思想境界，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传统文
化追求和谐的思想教育和渗透影响下，中华民族在过去几千
年的历史朝代里不断追求和谐。不光是传统文化追求和谐，
在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今社会，我们仍然在追求和谐。“和
谐社会”成了当今社会的主题，并且将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和
目标。

演讲稿修改篇二

演讲稿有十分独特的文体要求，它是一种成文性的口语，一
种口语化的文章。以下是小编为您整理的演讲稿正确的`修改
顺序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 文不厌改就是说明了“改”的重要性。

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

郑板桥：为丈须千斟万酌，以求一是。

修改是写演讲稿的最后环节，也是提高演讲质量的重要途径。

— 修改的顺序：大处着眼，先校正主题，采取增、删、调，



变．修等手段由内容、结构、语言顺序修改。

（观点—材料—语言）

遵循：“先整体、后局部”，“先观点，后材料”的法则，
顺着“观点一材料—语言”顺序进行。

— 修改的范围：主要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校正观点：观点正确．鲜明、新颖

增删材料：材料与观点的高度统一

调整结构：结构严谨，详略得当

变换手法：新颖生动，丰富多变

修辞语言：上口、入耳

— 声传性

变有声语言的中介。撰写演讲稿要做到“上口”和“入耳”。

— 临场性

演讲稿不仅要考虑内容的针对性，还要注意内容的伸缩性．

演讲稿开头、主题和结尾的撰写都取决于演讲的内容、环境
和听众的情况，

— 整体性

演讲稿是演讲者的思想修养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三方人物、四重联系、五个环节构成了演讲活动的完整联系．



（顶针、回环）

演讲稿修改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赏中秋明月，
扬中华文化。

漫漫历史长河中，伟大的祖国母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
明。诗词曲赋是她柔光轻泛的双眸，国画、书法和曲艺展现
出她曼妙的身姿，而传统节日更是描绘出她灵动飞扬的神采。

现实一次次向我们证明：我们过着历史悠久的中秋节，却不
一定了解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我们坐在
庭院里赏月，却未必能再联想起“嫦娥奔月”、“吴刚伐
桂”或“玉兔捣药”的古老传说；我们尝尽了美味的月饼，
却往往没听说过“朱元璋与月饼起义”。象征团圆与幸福的
中秋节似乎在渐渐淡化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博大精深，传承开拓。曾有人这么
说：“传统的文化节日的沦丧就是文化的沦丧，文化的沦丧
就是民族精髓的沦丧。”伟大的祖国母亲为我们留下了珍贵
无价的文化遗产，而那铿锵有力的“传承开拓”现在正需要
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去付诸实践，而即将亮相的广州亚运会也
期待着我们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历史是逝去的无法改变的昨天，传统文化是生于人类之始
并可进化永生的。”同学们，作为附中人我们更应该走在这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队伍的前列，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
抓住契机，认真学习中华文化知识，过好每一个传统节日，
挖掘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深入理解并取其精华，主动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
大放异彩。



最后，祝愿大家在中秋赏月之际，不忘中华传统节日传统文
化之本源，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中秋节。

谢谢大家！

演讲稿修改篇四

1、从主题(思想、观点、意向)着手。首先要看看你确定的主
题是否健康、正确、再看看文字是否把你的主题表达出来，
是否充分，是否新颖，有无片面性。有时即使主题正确无误，
在修改时也会出现一些预想之外的闪光思想和语言，比原来
的要深刻和精彩，修改就是弥补和扩展发挥的极好机会。

2、审视结构。从演讲结构的一般模式看，结构不会有什么大
问题，开头、正文、结尾是比较明确的。修改时主要审视的
是正文部分。主题有了变化，结构必须随之变动，即使主题
没什么变化，由于起草时只是作为一种构想写出来的，一旦
落实在纸上，反复审视、推敲，就会发现一些毛病，如逻辑
性不强，前后位置不当，层次不清，上下文重复，材料和引
文用得不是地方，段落衔接不紧密等，这者需要重新调整和
修改，有时还要“动大手术”。

3、推敲润色语言。修改演讲稿写作语言的目的，一是减少语
言方面的毛病，二是保持演讲语言的特点。在草稿上，由于
当时意念完全集中在主题的表现，事件的.陈述等方面，往往
无暇顾及语言的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句子残缺、用词不
准、丢字错字等，都需要修改，这是其一。其二，按平时定
型的习惯写稿，容易出现书面语言较多的倾向，如句子太长，
诗歌化、散文化等。只有经过修改才能保持演讲语言的特点。

推敲、润色语言的主要目的有：

一是把话说得明白。演讲是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的过程，一



句话表示不明白就有可能使交流中断，甚至会影响下面的交
流。做到明白，首先要做到正确，即选择意义恰当而确定的
词语。其次是用现成的、通行的口语。再次是用简明易懂的
话，方言、术语尽量少用或不用。

二是把话说得有力。有力是指每句话、每个词都讲得是地方，
与语言环境配合得好。这与思想修养、文字功夫有关。这就
要求我们应在怎么讲才能把话说得有力上下功夫。

三是把话说得动听。动听就是使听众愿意听。这是作用于听
众感情的结果。要让语言动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用词造句
的感情色彩和韵味，表现出诚恳、热情、振作的风貌，利用
词句自身具有的那种和谐优美的韵味，把话说得流畅、响亮、
生动。

1、反复修改。演讲稿修改的方法与一般文章的修改方法大致
相同，都需要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但演讲稿的修改更应该
在文字的口语表达上下功夫。因此，对于比较重要的演讲稿
不妨多看、多读、多听、多改它几遍，力求文字和语言上都
完美无瑕。

修改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没有绝对满意的时候。如果有
条件，就应争取一直修改到演讲之前，有机会一边讲，一边
改，使之更加成熟。反复多次之后，嘴里讲的、手中写的，
耳朵听的就会完全统一了。这样上台的时候，就会胸有成竹，
临场不慌，即使有临场发挥的成分也能得心应口，不会使结
构紊乱。

2、边讲边改。就是一边讲，一边改;一边改，一边讲;手、口、
耳并用。用嘴讲，可以使句子简洁、顺口、有韵味，符合口
语特点;用手写，可以去掉口语中罗嗦、重复等毛病，使之精
炼、准确，达到文学化的要求;用耳听，可以发现那些纸面上
虽然顺畅但听起来费解，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字、句，可以
发觉那些意义相近而平、仄却不相宜的用语。对这些部分的



修改，有助于达到入耳、动听的目的。

边讲边改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免去念稿、背诵之苦，因为你讲
的是你写的，写的也是你讲的，讲熟了也就成为你胸中的东
西了。只有这样，你才能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地发挥态势的
作用，同听众进行情感交流，保持演讲的畅顺，提高演讲的
效果。(作者：颜永平)

演讲稿修改篇五

中国传统节日有很多：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

我感兴趣的传统节日中最喜欢的是春节，因为它是中国民间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在夏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又称
为“过年”和“新年”。每年过年，街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
彩旗飘飘。商场是人山人海，家家户户贴对联，可热闹了。
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拿利是，小朋友还可以穿上漂亮的新衣服，
大人个个喜气洋洋。爸爸给我买了许多礼花和鞭炮，到了晚
上，我就拿出礼花下楼和小朋友一起放，我们玩得非常高兴，
到了晚会开始，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与家人一起开开心心
的吃水果看晚会，精彩的表演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心想：
要是天天都过年该多好啊！

另外，我还喜欢过“重阳节”，农历9月9日，有一首重阳节
的古诗是李白创作的。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又
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佳节——重阳节。重阳节，又有称为
“老人节”，重阳这一天，人们赏菊花，佩带茱萸，携酒登
山，畅游欢愉。这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准备了一份礼物去看
望爷爷奶奶，我心中非常开心，因为我明白尊老爱幼是我们
中华的传统美德。

“元宵节”也让我难忘。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



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这一天我们也放了许多
烟花，还吃了汤圆。一家团团圆圆，那时的我心中充满无比
的幸福和欢乐。中国的传统节日真是丰富多彩，它是中国的
节日。

这些传统节日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幸福，所以我们要记
住这些美好的节日，并永远继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