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俗地理演讲稿(汇总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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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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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春节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节日，春节是一个喜庆吉利的日子，
春节也是一个阖家欢乐的节日。春节一来，人人都准备置办
年货，大扫除，贴对联，寓意着辞旧迎新。

我们库尔勒的春节大约是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的。那一天
就渐渐有了过年的气氛，早上很早就有人放鞭炮了，晚上也
响着几声零零碎碎的鞭炮声，在告诉人们：年快到快准备迎
新年吧!

到了春节的前一天，这天大人小孩们谁都忙，小孩子们准备
买过年放的炮仗，大人们把鸡鸭鱼肉都从冰箱里拿出来放着，
把门外的对联换成新的，把红包早早准备好。

除夕的可热闹了!才早上7、8点，放炮声就不停歇。到了中午，
人们就更忙了，简简单单的做个午饭，就要开始忙晚饭了。
晚上，一个人开开心心快欢乐乐的坐在一齐吃饭，看着春节
联欢晚会，听着窗外一阵阵的鞭炮声。到了11点50左右，大
家都开始放炮了：花炮、礼炮、擦炮、摔炮等等各式各样的
鞭炮响彻云端。我们家虽然不守岁，但也熬到四五点钟才睡
觉。

过了春节就是大年初一了。大年初一家家都在拜年，小孩们



也十分开心，收了大把大把的红包。

除了这几个隆重点的节日之外，还有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一
个喜庆的节日。这一天也有许多人放炮，但家家都几乎要吃
元宵，猜灯谜。我家比较传统，每次的元宵节都会制作谜语
在灯笼上猜。

库尔勒的春节从正月十六就结束了，大人们又开始上班挣钱
了，而小孩们在放寒假，过年不用写作业，而到了正月十六
又要开始写作业了。

这就是我们库尔勒的春节，怎样样，年味还不错吧，可还是
不如以前那么的传统啊!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在中国各个地方都有自我过年的习俗和方式，而大连这个海
滨城市也有着它自我独特的过节方式。

在大连，人们都爱热闹，在劳动公园里张灯结彩。一般腊八
节开始年的序幕就算拉开了，我和家人到市场上采购年货，
真是一片热闹的景象，市场上的人摩肩接踵人来人往，小贩
子朗朗上口的叫卖声让你不由自主的停下脚步聆听，也是一
种享受!今年的腊八节天气有些寒冷，可是热情的大连人们并
没有因为天气的寒冷而停下购置年货的脚步，每个人都热情
洋溢奔走着，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我跟在家人后面走走停
停，边看边乐，心里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我想每
个人都像我似的，欢乐着，幸福着!

腊八，家家户户是要做腊八粥的和泡腊八蒜，一早起来，爷
爷在厨房忙着做腊八粥，我和家人开始剥蒜制作腊八蒜。整
个房间里瞬间飘满了腊八粥的香气，诱人香味绵延好久!



腊月二十九，各大商场年货爆满，人也爆满，喜气洋洋的歌
曲响遍每个商场，所以这应当算是除夕夜的大彩排了，有些
回家过节的人早早关掉的自我的店铺，还有些不能回家过年
的打工的人们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回家，对他们来说是个遗憾，
可是在大连过年也算是稍稍弥补了他们心里的缺憾，毕竟大
连过年是比较热闹的!

年味越来越浓，家家户户开始要贴对联了，说来也奇怪，贴
上对联后立刻有了过年的气氛，红红的对联，吉祥的对子，
看着就让人舒心，让人兴奋，年真的要来了!

腊月三十，也就是大年除夕了，这天早上开始就要忙活年夜
饭了，毕竟是比较隆重的一顿饭，所以各家各户都是早早就
开始准备了，家家都是肉味飘香，分不清是自我家还是邻居
家的香气，反正鼻子在任何地方都能闻见飘香的饭菜味道。
夜晚渐渐来临，年也拉开了序幕，好戏刚刚开始，小孩子们
都到大街上放自我购买心仪已久的小鞭炮和烟花，这个夜晚
是属于烟花的夜晚，五颜六色的烟花在空中绽放，站在高处，
眼睛都不明白该往哪个地方看哪个烟花，因为都是那么漂亮，
那么绚丽。配着家家户户门前的大红灯笼，整个滨城也成了
烟花和火红灯笼的世界。小孩子们放完鞭炮一般就回家了，
因为丰富的年夜饭吸引着小孩子们肚子里的馋虫，联欢晚会
开始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美食大餐就要开始了，美食美酒飘
香，欢乐声交杯声响遍各个大街小巷，这就预示着年已经开
始啦!

正月十五，又名元宵节，也称上元节，这一天，大连大街小
巷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彩灯，让人能看花了眼睛。这一天，家
家户户也要吃元宵的，因为元宵象征着团团圆圆，欢乐美满!

转眼，十五过去了，也就预示着年要过去了。大连一切都恢
复到以前的样貌了，上班的上学的，都各就各位啦!

年和欢乐是一样的，总是悄悄地离开，可是也会悄悄地再回



来，这就是大连的春节!我爱的春节!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三

你们好！

小时候，谁还没有一个关于星空的梦想？每每心情不好时，
我都会抬头去看那片辽阔的苍穹，无论是漆黑一片还是晚霞
弥漫，亦或是繁星闪闪，思绪都可以飞出去很远。

海那边是什么？星空那头又是什么？怀着这样的念想，烦闷
消极的情绪便融化在那片深邃的天空中。然而随着年龄的增
长，我仰望星空的时间却越来越少，我们离最初也渐行渐远，
但对大自然的喜爱，对地理的喜爱，对星空的向往，早已潜
伏在身体各个角落。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为什么便可以让
流淌在血液里的那种喜爱喷薄而出。而地理这种情怀，又总
是无处不在！

她让我懂得了地球的大小。地球表面积约5。1亿平方千米，
平均半径是6371千米，最大周长约4万千米。

她让我懂得了地球为什么看上去像个水球。因为地球71%是海
洋，29%是陆地，所以从太空上看就像一个水球。

她让我懂得了为什么会出现时间差异。因为地球是个不透明
的球体。在任何时间，太阳光只能照射到地球的一半，被太
阳照亮的部分是白昼，而没被照亮的部分便是黑夜。地球一
直在自西向东不停自转，昼夜也在不停更替，总是由东方迎
来黎明，西方送走黑夜。所以不同半球的地区，也就出现了
时间上明显的差异。

她让我懂得了我国的饮食特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我国
北方地处暖温带，冬季寒冷干燥，气温年差大。即使少量的
蔬菜也难以过冬，北方人便腌制咸菜，这样一来，多数人也



就养成了吃咸的习惯。南方多雨，光热条件好，蔬菜更是一
年几茬。长年被糖类“包围”，自然也就养成了吃甜的习惯。
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只好以“咸”
代“甜”来调剂口味。虽说北方现在不缺糖，但口味一旦形
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有关地理的知识真的很奇妙！它让我
们渐渐了解了自己生活学习的家园。我以后要努力学好地理
这门科目，不仅为了解到更丰富的地理知识，也更为儿时的
梦想！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四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时常赞叹，千百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莫过于上世纪人类终于飞入太空回眸地球，欣赏到这颗镶嵌
在宇宙黑幕中的“蓝宝石”。正是水赋予了地球柔和的蓝光，
这片蓝色跨越地理界线，令共同蛰居在地球上的人类得以共
享它孕育的生机，共享它造就的希望。恰如今年世界水日的
主题：“跨界水——共享的水、共享的机遇”。

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需要依靠水来维持最
基本的生命活动；水是工业的基础，人类的工业生产几乎都
不同程度地需要用水；水是农业的命脉，人类的农业耕作更
加离不开水；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放眼历史，几乎所有文
明发源地都傍水而生。

地球上似乎并不缺水，因为地球表面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海
洋覆盖，全世界水资源总量约１４亿立方公里，正是水的映
射，才让地球在宇宙黑幕中湛蓝晶莹。水是生命的起源。水
是生存的基础。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三天不喝水。有
些人以为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这有谁知道，
在一百条城市河流中，只有十八条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我们的地球有百分之70到百分之75的地方被水覆盖。虽然，



空气中、土壤里也存在着水。淡水资源主要储存在南北两极
和格凌兰岛的冰川水，湖泊，河流等的储备量只有6万立方英
里。但是非所有的淡水都适合人类开采河利，事实上，人类
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只占地球的百分之0.3。

在校园里，有些同学拿着水枪在花坛中奔来跑去，追逐打闹。
再食堂门口，有些同学把自来水打开，把水堵在水龙头上，
让水从自己手的缝隙中喷出，喷在别人身上。他们在幸灾乐
祸时，有没有想过，从他们的水枪中，手缝中喷出的水，就
可能救回好几个人的生命。

醒醒吧！人类！不要再浪费水资源。否则，在世界上的一滴
水讲是我们的眼泪，世界上最后一丝声音将是我们的后悔的
哀嚎！

继续追问： 现在改4分钟的了 帮忙改改吧o(︶︿︶)o 唉

补充回答：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时常赞叹，千百年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莫过于上世纪人类终于飞入太空回眸地球，欣赏到这颗镶嵌
在宇宙黑幕中的“蓝宝石”。正是水赋予了地球柔和的蓝光，
这片蓝色跨越地理界线，令共同蛰居在地球上的人类得以共
享它孕育的生机，共享它造就的希望。恰如今年世界水日的
主题：“跨界水——共享的水、共享的机遇”。

水是生命的源泉，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需要依靠水来维持最
基本的生命活动；水是工业的基础，人类的工业生产几乎都
不同程度地需要用水；水是农业的命脉，人类的农业耕作更
加离不开水；水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放眼历史，几乎所有文
明发源地都傍水而生。

地球上似乎并不缺水，因为地球表面约四分之三的面积被海
洋覆盖，全



世界水资源总量约１４亿立方公里，正是水的映射，才让地
球在宇宙黑幕中湛蓝晶莹。水是生命的起源。水是生存的基
础。人可以三天不吃饭，但不能三天不喝水。有些人以为水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这有谁知道，在一百条城
市河流中，只有十八条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在校园里，有些同学拿着水枪在花坛中奔来跑去，追逐打闹。
再食堂门口，有些同学把自来水打开，把水堵在水龙头上，
让水从自己手的缝隙中喷出，喷在别人身上。他们在幸灾乐
祸时，有没有想过，从他们的水枪中，手缝中喷出的水，就
可能救回好几个人的生命。

醒醒吧！人类！不要再浪费水资源。否则，在世界上的最后
一滴水将是我们的眼泪！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五

老师们、同学们!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
问。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
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
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
了特有的魅力。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风俗地理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我知道的风俗很多：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
这些节日都是我国的传统节日。

先来说说春节吧。春节是所有节日中规模最大，礼仪最隆重
的节日，过春节又叫“过年”。即使是千里之外的人，都会
尽量赶回来跟家人团聚，过一个和和美美、团团圆圆的快乐
年。过年时，小孩子那就更开心了，不仅可以吃到美味的食
物，穿上漂亮的衣服，而且还可以拿到压岁钱呢。有一首儿
歌我至今还记得：新年到，新年到，穿新衣，戴新帽。姑娘
要花，小子要炮，噼噼啪啪真热闹。春节的前几天，家家户
户都要打扫卫生，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整理得整整
齐齐。

大年三十是最忙碌的一天，人们一大早就起来，杀鸡宰鹅包
饺子，打年糕。还有呢，就是挂年画、贴春联。除夕晚饭，
非常丰盛，一家老小围在一起吃团年饭，好不热闹!

再说说清明节，这是对先人表示追忆和哀思的日子。每到清



明，人们为祖先扫墓，学校就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去祭扫
烈士墓。

端午节的由来和我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有关。插艾叶、挂香
囊、吃粽子，是端午节的风俗。只是现在雄黄酒已经很少见
了。

中秋节吃月饼、赏明月，真是一件美事。每到中秋，家人团
聚，仰望一轮圆月，我不禁想起苏东坡的诗句：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