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传统文化的发言稿(优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
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
吧。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培训中国传统文化不
仅可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更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
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促进我们的全
面发展。因此，培训中国传统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第二段：我的培训经历及感受

我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培训，感受良多。这次培
训主要是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哲学、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内
容。我们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代表性作品、传
承与创新等重要内容。此外，我们也通过一些互动和体验式
的活动，深入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之魅力。

在培训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无论是
从历史、思想、文艺、美学等方面来看，都非常值得我们去
学习和传承。同时，我也看到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了解和关注度还不够，我们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学习和研究，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才能在更
广阔的舞台上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第三段：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祖先创造的精神财富，承载了很多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明智慧。无论是在家庭、校园、社会，
甚至国际事务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首先，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
提高文化自信。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
的文化经典，比如《论语》《道德经》等，这些经典都蕴含
了很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智慧，在学习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
中国文化。

其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培养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和文明智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的美德，比如孝
道、诚信、礼仪等，这些美德都是我们应该培养和弘扬的，
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文关怀和社会规范。

第四段：如何落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全面有效的落实，需要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进行学习和研究。比如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研读经
典、讲解文化内涵、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来传承和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在文化机构中，可以开设文化讲座、文化沙龙、
文化观摩等活动来深化文化了解；在数字时代，可以通过网
络阅读、在线学习等形式，深入学习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丰富我们的人生价值，
提高我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使我们走上一
条更加充实、健康、有意义的人生之路。

第五段：总结

培训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是一次“重回祖国、寻根问祖”
的历程，我们需透过千年岁月的尘埃，感受那些让中华民族
璀璨辉煌的文化精神，成功的体验着文化的内涵与魅力。通
过不断地学习、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更好地



发扬民族文化和精神，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
促进我们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二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它源远流长，涵盖广泛，
其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智慧和情感。然而，在现代社会
中，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传统
文化忽略甚至淡忘了。培训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能帮助人们感
悟文化价值，还能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和文化素养，本文将
分享通过培训中国传统文化我所得到的体会和心得。

第二段：学习与感悟

在我参加培训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时，我感受到了非常深厚的
文化氛围。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知识，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等。我了解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从古至
今，中华民族一直倡导“仁爱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思想，这种思想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血液之中，让
我更加明白自己的处境和责任。

第三段：借鉴古人智慧

经过学习课程，我发现大量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在当今社会
已经远远不够得到应有的应用。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古人的智
慧，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变化和发展。作为中国人，我们应
该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既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国家，同
时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古人的思想，彰显出我们自身的价值。

第四段：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中国民间文化有着灿烂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现代社会，越
来越多的科技、知识和文化的传承正在消失。所以我们必须



努力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古人们也通过“书、传、诵、
绎”的方式将文化传承下来，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以文化
为基础的社会稳定，可以推动文化的传承，同时也可以推动
社会的发展。

第五段：小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综合抽象和具体体现的精神体系，涵盖
诸多方面，包括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艺协调、节日习俗
等等。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和尊重这样的传统文化，从中汲取
智慧，树立红太阳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
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三

立春了许久，春的气息也很浓了。

小小的县城，小小的村庄，笼罩着春的热情，春的活力。看!
山间，柳树、桃树、杏树乐得抽出了一头秀发;桥下，小河打
了个哈欠，青春的水缓缓流向江湖，流向深海，它奔驰着;草
地上，小草将雪娃娃赠送的纯白棉袄脱下，换上一件绿衣裳，
使劲地钻出一棵棵很嫩很嫩的小苗儿，野花们也不睡懒觉了，
针扎着起来，红的、黄的、粉的、紫的、蓝的，不论是谁，
都随着梅花姐姐，挺立在柔柔的草地上;五六岁的伢儿也赶来
凑热闹，放着风筝，拿着噼里啪啦响的爆竹，在春风的抚摸
中快乐地笑啊，闹啊……春可真是一位魔法师，赋予了万物
生机。

而在喧嚣的城市，人们又用另一种方式来度过美好的春。瞅!
超市里人们挤来挤去，挑选着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东西，
抢着购年货;街道上的一个角落，几个小学生手拿小型鞭炮，
用打火机点燃，闭上眼睛，听着由鞭炮、汽车、人发出的声
音交杂成的美妙音乐;晚上的广场，灯火辉煌，有做打气球，
摆地摊生意的，有拿着荧光棒、玩具枪的小朋友，也有打羽



毛球的人们……对于城里人，更能显示春的概念的词，就
是“闹”字。这“闹”，突出繁华城市的人们对春的热情与
新生活的美好追求。

不管是城市还是山村，在春天到来之际，都是充满了希望与
欢乐的。

再隔两天就是大年三十了。我想，一定要度过一个快乐的春
节。我要在这一天早早起来，穿好衣服，认真洗漱，然后和
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运动一下，和楼下的一些朋友放鞭炮;吃
完早饭，写一点作业，看会儿书，给远在故乡亲人、朋友打
电话问好，上网给本地的表姐、同学发句新年祝福，表示对
他们衷心的问候。然后看看网上的新闻，作文;将午饭吃完，
休息一会儿便去玩一下，再去学习一下;晚饭后，散散步，和
大家放炮竹;回来时，写一篇日记，记下这一天，不，不仅仅
是这一天，乃是一年的非凡故事!

春节的来临，意味着春天将要降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人
们在度过了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寒冬后，早就盼望着春暖花
开的`日子。怪不得在春节时，人们会这么喜悦地来迎接这个
节日。按照习俗，每当春节的前一天(也就是除夕)，人们总
要在自家贴上红色的窗花、春联，穿上红色的棉袄，开起屋
里的灯，点燃烟花爆竹。传说古代有一种叫“夕”的兽，常
年深居海底，每到特定的一天(除夕)才出来，伤害动物与人
类。人们在这天为了避难，就到山里去。一年的除夕，一个
老人来乞讨，一个老婆婆给了他一些食物，要他到山谷去，
老人却要到婆婆家呆一夜，说他准能将“夕”兽赶走。老人
穿上红衣，在院里弄出炸响，还让满屋都亮堂堂的。果然，
因为“夕”兽怕红色，怕光，怕响，所以被吓走了。所以，
人们一到除夕晚上，总是摆上红色的东西、开好灯、放着鞭
炮。渐渐的，我发现，春有一种新的含义：红·光·响。意
思是说：红红的生机，光明的未来，响彻大地的歌声。

春节即将到来，一年又过去了。我们又长大了、成熟了一岁。



时间似乎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年，昨天我还是满口胡说八
道、不懂事的孩子，今天就成了个懂事明理的少先队员。莎
士比亚曾有一句名言道：抛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他。一点
也不错，虚度年华的人是不会有成就的。当你在打球时，又
有多少人在灯下努力学习?当你在放爆竹时，又有多少人在家
苦苦钻研某个奥数难题?当你在疯狂地玩电脑游戏时，又有多
少人在边走路，边记着英语单词……当你想取得某项比赛的
一等奖或者想完成某项工作，却又愁没时间时，你应该想到，
时间总是有的，只是在于去“挤”。假如我们将该用的时间
都用到了，那么，这一年，我们就不会感到没做太多事情的
空虚与后悔了。

新的一年，新的梦想，新的生机……在这万紫千红的春天，
一切都是新的。朋友们，趁着现在还早，让我们去寻找春风
姐姐留下的种子，用心去播种，等待秋天——让梦想的种子
结出你用辛勤劳动合成的希望的果实!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四

每年五月初五，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每年端午节，我们家的`人就会戴上香包，这样蚊子就不会叮
我们了。我们家门口还会挂上艾草，这是用来辟邪的。妈妈
还会给妹妹穿上虎头鞋，让每个人在身上抹一点雄黄酒，这
是为了驱赶有毒的虫子，让它们不敢靠近我们。我们还会吃
粽子、划龙舟。

我问妈妈：“为什么要吃粽子呢?”妈妈告诉我，因为屈原跳
的江叫汨罗江，而汨罗江里有很多鱼，为了不让鱼吃掉屈原
的尸体，人们就把饭团扔进江里给鱼吃，为了让饭团不散，
人们就拿一些叶子把饭团包起来。这就是粽子的由来。

我又问奶奶：“屈原和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呀?”奶奶说：“屈
原是两千多年前楚国的爱国诗人。当时，楚国、齐国、秦国



都是很厉害的国家，可是有一天，秦国变得更厉害了，所以
齐国和楚国就联合起来对战秦国。为了打败楚国和齐国，秦
国派了一位大臣告诉楚王，如果他放弃和齐国合作，就送楚
国六百里地。楚王爽快地答应了。屈原说这是一个骗局，劝
楚王不要答应，可是楚王不听。果然，最后楚王被骗了，楚
国被秦国灭了，屈原就跳江自杀了。人们被屈原这种爱国精
神感动了，就往江里丢粽子，不让鱼吃屈原的尸体。”

请大家记住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我们不仅要吃
粽子、赛龙舟、挂艾叶，还要把屈原这种爱国精神传承下去。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五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珍
贵遗产。由于时代变迁和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我国的传统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冲击和破坏。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许多机构开始推行传统文化培训。在参加中国传统文化培训
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本
篇文章将从孝道、礼仪、经典，艺术和文化传承五个方面，
分享我在传统文化培训中的心得体会。

孝道方面：在传统文化培训中，孝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尽管现代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我们仍然不能忘记
传统文化孝道对我们的影响。在我们的生活中，孝道始终是
必不可少的氛围。孝敬父母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不可或缺的美
德之一。传统文化培训教导我们，要像黄继光那样郑氏深情，
像雷锋那样报效祖国，像老舍的侯贵妃那样感恩父母，让人
们从心底体味孝道的那种情感。

礼仪方面：古代的礼仪无处不在，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
互尊重和关爱。传统文化培训告诉我们，在社交场合中，要
遵守礼仪规矩，例如年幼者、长辈、宾客和主人之间的交换
礼物和客套话等。在传统文化中，礼仪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
体，中华传统礼仪仍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常



生活中，我们应该注重礼仪，将其融入我们自己的行动中。

经典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经典内涵中。
经典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四书五经”中的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
《尚书》等等经典，是经过千百年沉淀而形成的中华民族文
化的精粹。在传统文化培训中，学员们广泛涉猎了各个经典，
理解了它们的生命力、社会属性和文化传承，学习了它们的
实践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今天的社会中，理解和尊重经典，
尤其是它们对现代人生活、思想和文化传承所具有的意义和
价值至关重要。

艺术方面：传统文化中的艺术，不仅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表现
形式，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国家形象的重要体现。从诗
词歌赋、书法绘画、古琴等文艺作品到京剧和民乐等表演艺
术，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蕴含着独特的思维、文化、美学和
历史价值，其涵盖了方方面面的方向和形式。在传统文化培
训过程中，我学习了一些传统艺术技能，包括瓷器制作、陶
艺、剪纸和京剧表演等等。通过这些实践获得的体验，我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文化传承方面：若一个文化可以传承，那么它必须不断地丰
富发展。传统文化的传承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中华传
统文化的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必须通
过传承和发展，使这些文化资源继续在时代进程中得到充分
的利用和传承。在传统文化培训中，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
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我们感受到了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文化底蕴。

总之，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根基和民族的灵魂，其内涵深刻、
博大精深，其价值与现代万千融合起来，延续着四千年的中
华文明，为人类文化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传统文
化培训中，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
领悟，这无疑将对我未来的发展和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在



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将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文化
命题。我们必须尊重传统、根植当代、面向未来，以坚定不
移的信念和永不放弃的精神，扎扎实实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
化相融合的道路，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传统文化的发言稿篇六

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文化根基，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
神，承载着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财富。
我们虽生活在当代社会，但是不能忘记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
响和启迪。在学习传统文化这一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了传
统文化的重要性，也领悟到了许多值得珍视和继承的精神传
统。

一、传统文化教育人必备的品质

我认为传统文化教育人必备的品质包括：

一、敬畏天地，感恩生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我们应该敬
畏天地，感恩生命，珍惜每一天。同时，我们应该尊重自然、
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不可任意损害和侵犯。

二、守正道，存诚信：传统文化中的“诚信”崇尚的是人际
关系中的忠诚、诚实、守信，同时也讲求自律和守法。我们
要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保持正直良心，尊重规则，遵守
法律。

三、勤于学习，自强不息：传统文化中的“博学笃志”
和“自强不息”思想告诉我们，人应该勤于学习、积极进取，
不断提升自己，不屈不挠地追求进步和成功。

二、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和精神宝藏



在传统文化中，古诗词、诸子百家、典籍文献等是我们
的“文学艺术宝藏”，中医、太极拳、茶艺等则是我们
的“精神文化宝藏”。这些宝藏不仅仅是历史的载体，更是
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承载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生命力。

在学习这些宝藏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许多生活的哲理和人
情世故。如古诗词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内涵，使我更加坚持自己的信仰和
生活态度；太极拳的“以柔克刚”的思想，让我懂得了在生
活中巧妙运用策略，调整自己的处事方式。

三、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

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传统文化能够让我们明白历史，了解文明。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承载着数千年的历史和文明。通过儒家、道家、墨
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
文化的渊源和内涵。

二、传统文化能够培养我们的人文素养。学习传统文化使我
们不仅能够学到知识，更能够提高自己的品位和素养，拓展
自己的视野和思维方式。

三、传统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作为中国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
这些哲理贯穿于文艺创作、企业管理、园林设计等多个领域，
丰富了人类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激发了我们的创造力与
文化自信。

四、传统文化的现代应用

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应用可以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我们正确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
当我们遇到烦扰和疑惑时，可以从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道
德准则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自己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二、传统文化能够为我们提供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中
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独特标识，传统文化的学习
也能够大大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

三、传统文化能够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具有非常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具备极高的文化价值。通过
国际文化交流，可以将传统文化向全球范围内传承与推广，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触中国传统文化。

总之，在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承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宝贵
的启发和帮助，不仅有利于个人成长，也有助于中国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让我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和
坚守其中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传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
髓，推动传统文化同当代文化融合发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
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