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 中华经典诗文演讲
稿(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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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
稿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能够
帮助到大家。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篇一

遵循《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提高我校学生文学
修养，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陶冶学生的情操和审美情趣，增强其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
力，拓宽语文学习天地。

领导小组：

组长：兰祥勇

副组长：周全代勤杰 王玉兰 陈挚

成员：各语文教研组长、语文教师、音乐、美术教师

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华经典诗文诵读
读本》(小学篇)及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必读诗文
为主要内容，以及旨在提高中小学生人文素养和弘扬民族精
神的有关励志、爱国、惜时、亲情、好学等方面的诗文和中
外现、当代美文。

(一)营造氛围

利用黑板报等大力宣传中华经典诗文诵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每周黑板上写诗文、警句或名言。每日一诵(3～5分钟)形成
常规。

(二)用好“课程”。

1、语文阅读课。

本学期各年级阅读课利用几分钟作为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时间，
各班每周以经典诵读课为载体，做好诵读工作。

2、校本、地方等活动课。

各年级各班级把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与校本、地方课、综
合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三)注意学科整合。

1、音乐学科与诗文诵读的整合。音乐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寻
找或自编教学内容，将诗文诵读与音乐融为一体。研究课：
音乐中的古诗词。

2、美术学科与诗文诵读的结合。给经典诗文配画，应成为美
术教学中探索学科整合的一条途径。研究课：诗配画。

3、其他学科，如品德、科学等亦可探索与诗文诵读的相关整
合。

检查方式： 看课 备课教案 要求备课中有所体现

每位教师要围绕学校和区教委的计划安排制定个人的实施计
划。不用复杂，简单写出你准备怎样做?有操作性即可。

(四)活动开展

1、原则模糊性原则：不求甚解，只求熟读成诵。差异性原则：



承认学生个体间记忆思维等的差异性。自主性原则：允许学
生在规定阶段完成规定内容外，诵读更多的经典，并给予相
应的评价。

鼓励性原则：以鼓励为主，引导学生热爱经典为根本。

2、方法

(1)“人人是老师，处处是教室”。师带生，生带生。

(2)形式多样的读念：全班齐念、分组念、个别念、接龙念、
默念……，想方法多听多念。并非完全不要理解，了解内容
大概即可。只要自然地熟读，而后从中获得背诵的乐趣和成
就感。

(3)每日在校读10分钟。在学校由老师(以语文老师为主，不
限于语文老师)利用经典诵读课、课间背诵。也可以在每节课
前由班干部带领读。

(4)中高年级每周利用一节课的时间进行赏析，并结合语文学
科教学时间进行评点。

(5)回家后，再由家长带动诵读10分钟。

(五)活动评价

1、开展班级“诵读争星”评比活动。

(1)各班学生自备硬面抄，将“我会背的诗”记录下来，比一
比，看谁背得多。

(2)组织学生自评，由学生从诵读数量与质量两方面进行自我
评价。

(3)组织学生互评，通过检查古诗记录本，抽背古诗，给对方



评出相应等级。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篇二

古诗经典诵读活动主持词

女：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男：大家下午
好！

女：鲜花盛开六月天，男：绿树成荫在校园。

女：儿童上学喜笑颜，男：忙晨美景诵经典。

女：伴着花的芬芳，披着节日的盛装，男：“六一”，这个
属于我们的节日，又来到了我们的身旁。女：今天，我们欢
聚一堂，共同庆祝“六一” 国际儿童节！男：让我们祝愿同
学们节日快乐！

女：我宣布 “诵中华经典 做博学少年 庆六一”古诗诵读比
赛现在开始！

男：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年级1班同学的诵读。

【一年级1班的诵读】

女：一1班的同学表演起来专心致志、有板有眼，真不简单。
接下来，请欣赏一年级3班的诗朗诵。

【一年级3班的诵读】

女：一年级3班的诵读如涓涓溪流，润人心田，接下来让我们
一起来欣赏一年级4班的精彩表演吧。

【一年级4班的诵读】



男：一年级4班的诵读将古诗的魅力演绎得淋漓尽致，别有风
味，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年级6班的古诗诵读。

【一年级6班的诵读】

女：一年级6班的诵读让人激情飞扬，接下来，请欣赏一年
级2班的诗朗诵。

【一年级2班的诵读】

男：一年级2班的诵读让我们入情入境，下面请欣赏，一年
级5班表演的诗朗诵。

【一年级5班的诵读】

男：一年级5班表演的诗朗诵让我们如痴如醉，再次感谢他们
的精彩表演！

女：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

男：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

女：诵读经典，让我们亲近文化；

男：诵读经典，让我们心灵纯洁；

女：诵读经典，让我们让我们成了书香学生，男：诵读经典，
让我们的学校成了书香校园。

合： “诵中华经典 做博学少年 庆六一”一年级古诗经典诵
读比赛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我是铁西区黎明小学的教师，王婷，很荣幸参加这次中华经
典诵写讲活动。每一首古诗词都寄托这是人的情感，都蕴含
着诗人对人生的的感悟，可以说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在众多的古诗词中，如果让我来选择一首语言浅显，富有寓
意，又能与时俱进，哪怕在今天都能在修身处世方面给予我
们指导的哲理诗，那一定非苏轼的《题西林壁》莫属。

要理解这首诗首先要了解苏轼其人。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
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他的一生可以用大起
大落来形容，苏轼从小在父亲苏洵的严格要求下，年未及冠就
“学通经史”。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个成功者，科举考得好，
制科考得好，做官做得很顺利，并且政绩突出，办了许多漂
亮的工程，他很有才华，诗、词、文章写得都很好，还有一
大帮朋友，被称为文坛宗主。

如果苏轼的人生一直如此一帆风顺，可能就不会有今天我们
看到的苏轼了。乌台诗案，苏轼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后被
调任翰林学士，而在短短几个月后，再次被贬至偏远的广东
惠州，最后又被贬至澹州。

面对如此的大起大落，苏轼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不断的自我
反省，不断的改变自己，适应艰苦的环境，此时又让我们感
受到了苏轼的人生智慧，他研究美食，办慈善，兴教育，在
劳动中，在关心他人的中，去掉了那种唯我独尊的傲气，养
成了虚怀若谷的宽容之气，去掉了文人的小家子气，养成了
宽宏、博大的丈夫气。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生活的磨砺，
才有了后来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
有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有了“十年生死
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悲伤，更有了“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睿智。

《题西林壁》这首诗就是在苏轼被贬黄州五年后，改迁汝州
时与友人同游庐山时而作。这是一首诗中有画的写景诗，又
是一首哲理诗，开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实写游山所见。庐山是座丘壑纵横、峰峦起伏的大山，
游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这两句概括
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

结尾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
理，谈游山的体会。之所以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是因
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
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这必然带有片面性。这
两句奇思妙发，整个意境浑然托出，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回味
经验、驰骋想象的空间。

这两句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启迪人们认识为人处事的一个
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
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
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观察世上事
物也常如此。“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是如此。

《题西林壁》不单单是诗人歌咏庐山的奇景伟观，同时也是
苏轼以哲人的眼光从中得出的真理性的认识。由于这种认识
是深刻的，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所以诗中除了有谷峰的奇秀
形象给人以美感之外，又有深永的哲理启人心智。因此，这
首小诗格外来得含蓄蕴藉，思致渺远，使人百读不厌。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古人曾说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身为新一代的小学
生应该从小养成不偷懒、不撒谎、讲文明，勤学习的好习惯，
有了好的习惯，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美德。比方说，一
个人从小就好吃懒做，那他还会有什么美德吗?而一个人从小
就认真学习，那么他会那么无情、冷酷吗?所以说，现在正是
我们的大好年华，决不能在这段时间里偷_耍滑，而如果从小
就养成了美德，那么他会成就你的一生!



就是这样，用美德感染他人，成就一生!

经典润乡土演讲稿篇五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高高升起的那一刻，你是否曾静下心
来回想建国前那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
的富强，你是否曾下定决心，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争光，
为国旗添彩?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几篇我爱中华的经典
演讲稿。

大家好!

在世界的东方，有一个古老的国度，她美丽而宽广;在世界的
东方，有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勤劳而坚强;在世界的东方，有
一片广阔的沃土，她神奇而辽阔。奔腾不息的黄河是她的血
脉;巍峨屹立的泰山是她的脊梁，她就是我的祖国—中国。

从小以来，“中国”这个字眼在我心中已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望着绘满群山大河的地球仪，祖国那气势磅礴的高山峻岭，
那蜿蜒曲折的长江黄河，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

就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家
乡—宁夏。

宁夏山川，既有雄浑粗旷的大漠风光，又有塞上江南的旖旎
美景，更拥有富甲天下的奇珍异宝。

你看，灵古公路两旁那郁郁葱葱的八百米林带，在向世人昭
示，浩瀚的沙漠在灵武人面前低头屈服了!清清的长流水宛如
一条白练，静卧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她传承并记载着千年流
不尽的奇妙!



我爱我的家乡，爱她羊绒柔软，爱她乌金阳和，爱她流水清
清，爱她红枣飘香。我的爱乡已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乘着西
部大开发的东风，飞向世界，飞向未来。

啊，灵武，我可爱的家乡，你是一片多情的土地，哺育着我
们生生不息!你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我们代代魂灵!让
我们为你梳妆，为你歌唱。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家乡的明
天会更美好!祖国的明天会更辉煌!

同学们：

有一位母亲比母亲更亲，那便是——中国。

可记得这一位母亲?她飘散的长发是千万条悠悠贯穿的河川;
她的脊背，虽老迈仍硬朗，是五岳，是阴山，是祁连……那
宽大而慈爱的脸膛，是青藏连接云贵吧!她伸展的手臂从东北
的谷仓，到长江的沿岸，到珠江的三角洲，那一片无尽的沃
土，是她温暖的双手。

啊，祖国母亲!您的胸膛隐藏着多少灿烂的血泪史。曾经，你
骄傲过，自豪过;也曾经，你黯然伤神过，愤怒过。在宇宙无
垠的岁月里，您孕育了浩浩荡荡滔滔不绝的江水，也培育出
千千万万属于您的孩子。

祖国母亲的这一群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
人。他们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崇尚自由，爱好和平，追
求真理，注重礼仪。他们含蓄而诚恳，勤俭而乐天，在他们
的生活中，处处充满了绚丽的色彩——金黄、翠绿、朱红、
靛蓝。他们向往自然，爱恋自然，对于万物有着浓浓的情谊。
李白躺在床上，看见窗外的月光，因而想起自己的故
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将个人的感情与自然融合为一，凝结成一种潇洒而美
丽的诗情。李白多情，白居易也多情，“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再看，王维独居空山幽谷，



却不觉孤寂，浑然有万物皆我友朋的情怀，“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使自己的生活艺
术化、情趣化，不也正是古今人人所追求的吗?南国情柔，北
国情壮，万里长空下，一片碧绿的草原，风吹草浪，几只巨
鹰旋空而鸣，“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实，月儿本无情，群
山之所以予人娴静，草原之所以予人壮丽之感，都是因为多
情的人赋予它们生命，使它们鲜活，使它们富丽。

祖国母亲的孩子啊!可忆起北平的紫禁城，湖南的岳阳楼，青
海的凄寒，西湖的柔美，长江的浩浩，黄河的滔滔?骨肉同胞
情，激起了“母亲”每一个孩子的热血、热泪、热情，让正
义之血喷涌吧!让自由之泪洒落吧!让真理之情坚定吧!

每当我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冉冉升起的
时候，我感到一种激情在胸中澎湃，我的心中马上会联想到
祖国壮丽秀美的山川，历史悠久的文化，会想到千百年来那
些为抵御外辱，振兴中华献出智慧，抛洒热血，英勇献身的
英雄志士……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在上幼儿园时，老师就教我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但那时
我还不知道祖国是什么，以为祖国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对祖国有了一些了解。上小学后，
爸爸，妈妈在我的小屋里挂起了一张中国地图，那像雄鸡一
样昂首挺立的中国版图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激起了我
了解祖国的热情，我经常缠着爸爸，妈妈为我讲解那些五颜
六色，密密麻麻的东西都是什么。

我知道了雄鸡的头部是富饶的东北，那里有景色迷人的大小
兴安岭。春天，树木抽出新的枝条，长出嫩绿的叶子;夏天，
草木茂盛、鲜花盛开，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园;秋天，森林向人
们献出酸甜可口的野葡萄、脆脆的榛子、鲜嫩的木耳和蘑菇，
还有人参等名贵药材。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森林，景色更
是美丽迷人。那里还有我国第一个特大油田--大庆油田，它



不仅是我国最大的石油加工基地，也是世界上的大油田之一。
大庆油田彻底摘掉了我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祖国壮丽秀美的山川让我感到骄傲，它那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更让我感到自豪。我们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中华民
族灿烂的文明，威镇海外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最
大贡献，造纸术，印刷术，使得人类的文明得以保存记载。
火药和火器的西传为欧洲摧毁其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指南针更是对航海功不可没，并推
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四打发明通过丝绸之路融合到
世界各国文明中去，把古中国的智慧和勤劳也传播到西方。
名扬天下的诸子百家在哲学、历史、政治、军事、文学等方
面都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
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
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世界奇观万里长城更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象征和骄傲，它宛如一条巨龙翻山越岭，蜿蜒迂回与崇山
峻岭之间，气势磅礴，庄严雄伟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奇观，
它凝聚了我们祖先的血汗和智慧。五千年的文明孕育了中华
民族的尊严，造就了中国人民独特的讲风骨、重气节的民族
素质。历代仁人志士为国家前途、人民幸福，为坚守自己的
志向，不惧困苦，不受利诱，保持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