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经典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
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
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经典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继承传统文化，争做美德少
年》。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

今天，我校开展争当“美德少年”主题活动，我想，这不仅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还是对每一个少先队员的
鞭策与鼓励。争当“美德少年”应该从我做起，从我们身边
的点点滴滴做起。

丰富的知识才是我们翱翔的翅膀；我们争当优秀的“美德少
年”，要孝敬父母，在家帮妈妈做家务，自己能做的事自己
做；我们争当优秀的“美德少年”，要遵守小学生守则，时
时刻刻诀，。我是一名少先队员，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
们争当优秀的“美德少年”，要体魄强健活泼开朗，用充沛
的经历把建设祖国的重任扛在双肩。

同学们，今天，我们是一棵幼苗，在学校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茁壮的成长。明天，我们将是根根栋梁，撑起祖国的大厦，
让它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携起手，共同努力，争当热爱祖



国，理想远大的好少年。争当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好少年。
争当品德优良，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争当体魄强健，活泼开
朗的好少年。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文化经典演讲稿篇二

女生们先生们：

早上好！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做外一个访问学者他怀着一个伟大的
梦想去了美国，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受惠于中国传统医学。但
在那期间，他遇到了些中国同胞，他们不但主张废除中医，
还说我父亲缺少国际公民的素质。

当然不是！在我看来，国际公民身份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深
刻理解和巨大尊重，但这种心态是建立在我们民族身份基础
上的，只有我们充分地表现出我们的民族身份，才有可能成
为国际公民！换句话说，国际公民从家里做起！要成为国际
公民，我们在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是有了民族身
份，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做些什么，向哪个方向前
进；正是有了民族身份，我们才能被世界铭记与尊重。比如
说孔子，他可是什么外语都不会说，但凭着对人类智慧做出
的巨大贡献，他成了一个无人不知的中国人；成龙，作为一
个中国的文化大使，之所以被广受欢迎，不是因为他穿牛仔，
喝可口可乐，而是他的中国功夫，和他那低调的微笑！

所以，大家看，民族身份其实正是使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
不意味，也不应意味着民族身份的丧失。要在世界做好一个
国际公民，先得在中国做好一个中国人！

女士们先生们，全球化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潮流，竟然我



们没有其他选择，为什么不主动拥抱它呢？带着我们的民族
身份去拥抱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公
民！

谢谢！

文化经典演讲稿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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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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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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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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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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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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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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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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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经典演讲稿篇四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生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练习《弟子规》!

古人云“德以孝为先”，练好《弟子规》三分钟演讲。一个
人如果能孝顺，就会有一颗善良善良的心。有了这种善良的
心，他可以造福很多人。

《弟子规》说：“父母打电话不要慢，父母做事不要懒，父
母教书要尊重，父母负责任要服从”。



意思是：在家里，父母给我们打电话，一听到就要接，很久
都不要说好。如果父母想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迅速行动，
不要拖延或懒得做。当父母教导我们时，我们必须尊重地听
我们的话。当我们犯错时，父母会责备我们。我们应该服从
并承担错误。我们不应该违抗他们，让他们难过。

《弟子规》里，说读书有三种方式。也就是说，阅读的方法
要注意三个方面：心、眼、口。这三点应该是实际做到的。

《弟子规》还说：事情虽小，但不要擅长；事情虽小，但不
要私底下隐瞒。三分钟演讲“练习《践行《弟子规》三分钟
演讲”

意思是：事情虽小，但不要不告诉家长和老师就做决定；事
情虽小，但不要藏在背后。

《弟子规》这些规则看似简单平凡，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
我们做到了吗？

从这个月开始，我们学校将开展《践行〈弟子规〉，好习惯
养成教育》活动，希望学生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良好的卫
生习惯、良好的礼貌、良好的节能环保习惯、良好的学习习
惯、热爱集体的良好习惯、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和良好的生
活习惯。学校将表彰优秀的集体和个人。

学生，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习惯，收获
一种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认真练习
《弟子规》，培养自己的性格，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
人。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



文化经典演讲稿篇五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
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
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
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
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
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
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
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
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
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
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
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
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
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
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情感
(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
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
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
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
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
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
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



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
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
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
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
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
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
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
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
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
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
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
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
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
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
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
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
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
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
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
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
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
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
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
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
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
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
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
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
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
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
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
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
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
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
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
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
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
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
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
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
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
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
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
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
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
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
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
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
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
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
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
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



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
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
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
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
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
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
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
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如何不可
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
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
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
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
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
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
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
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
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
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
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
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统治
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
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
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20xx年持续几
千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
五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
够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



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
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
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