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实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这里我
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
来了解一下吧。

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篇一

如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最新）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我们需要树立的!如何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
好走向世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可信”展示的是中国的公信力，“可爱”展示的是中国的
温润度，“可敬”展示的是中国的责任感，这些都是中华文
明数千年沉淀下的文化特质。君子礼序背后的可信，人伦和
合背后的可爱，大同理想背后的可敬，是中华文明不间断传
承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
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增强中
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助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
明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由“中国”到“全球”的过程，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切实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体来说，增
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



一步是让海外受众“认识”我们，即让其更多接触到承载中
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内容，如创意文化作品、视听
传媒产品等;第二步是让海外受众“认知”我们，即让其懂得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典型观念;第三步是让
海外受众“认可”我们，也即让其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
理念、价值、情感、情怀等产生自发的认同和赞誉。这样一
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实际上是经由“认识
度”“认知度”最终实现“认可度”的逻辑。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叙事方式上，应以默默浸润、
细微切口、日常情感的动人力量，唤起海外受众强烈的共情
感，增强其对中华文明的亲近感;在传播渠道上，可考虑加强
对网络新媒体平台的依托和借力，让传播更贴近海外受众的
日常生活;在传播主体上，可考虑发挥非官方主体力量的补充
作用，让民间传播成为中华文明跨文化传播的一抹亮色;在价
值表达上，可考虑寻找既能够展现中国文化标识性、本土性、
独特性，又能够为全球所共享的价值点，着力弘扬全人类共
同价值。

同时，还需要针对不同的区域国别进行“精准传播”。一则，
我们可以考虑首先建成区域性文化中心，从影响周边国
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开始，继而逐步实
现全球性的文化影响、文明贡献。二则，针对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背景、人群习惯等差别，在
文明交流互鉴时践行“一域一策”“一国一策”，以精准了
解、精准传递的方式增强中华文明在各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
认同度。同时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的全
球塑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媒体、企业、个人
以及各类团体、机构等多样主体的通力配合、久久为功，以
真诚之心、坚守之志，在日积月累中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的效果。

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格局的重塑，
而且也必然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的与日俱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就一定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
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
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

既要“重逻辑”更要“有情感”，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说服
力。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对中国故事深层逻辑的准确凝练
与清晰表达。中国故事要“让人听得懂”。最起码的要求，
外语要足够好。然后从别人容易理解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
入手，清晰讲述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故事的起承转合，
翻越“文化鸿沟”。中国故事要“让人能动心”。唯有逻辑
通达，故事才能动人心弦。注重对中国故事、中国发展道路
本身所蕴涵的深刻逻辑，进行有效挖掘和准确表达。以深刻
哲理和内在逻辑，打破“文化壁垒”。中国故事要“让人悟
到理”。突显中国人思考做事的基本经验和思维方式，注重
以理服人，深层讲述中国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和生
态的人生道理。要承认情感比逻辑更有说服力。媒体面向大
众，不是面对一两个哲学家。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
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
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
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要继承善于讲故事的优良传统，
多讲《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及坦赞
铁路等那样的故事，讲述有情感、有温度的中国故事，拉近
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增强情感认同。

既要“摆成就”更要“展形象”，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亲和
力。成就不是中国的唯一形象。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在正面叙事、大张旗鼓宣扬中国成就的同
时，要把握内宣外宣的区别。通过讲故事向国外树立形象，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曾向美
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延安故事”。斯诺《红星照耀中



国》一书的封面：一位英姿勃发、昂首吹着小号的红军战士
的剪影，深深烙印在不同时代人们的记忆里，成为红军的形
象代言!展形象，重要的一点是把抽象的描述具象化，比如，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半
条棉被”故事。展形象，要着力塑造和展示中国魅力、中国
文化，比如《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等。

既要“显宏大”更要“示细节”，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感染
力。讲中国故事时，在展现“大场面”之外，应该更多聚焦
个性的脸孔、提高对细节的关注，增强对个体的尊重。要讲
好人民领袖的故事。要把他的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核心对外
传播。他的成长经历、治国理政思想等，都能让世人真切地
看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
根本原因。要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述普通百姓、寻常家庭、弱势群
体的话题，是永远最具魅力的讲述主题。要讲好接地气的故
事，面向世界、取向多元的受众，生动展现中国的美事、美
景、美食、人美、心美、情美。

既要“自己唱”更要“别人夸”，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影响
力。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
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讲
好中国故事，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
部门和各条战线都要讲。媒体在公共外交中要发挥主要作用。
国际传播是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要通过中国故事
的国际表述、世界新闻的中国视角，来打造向世界讲述中国
故事的新平台。要借助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产生倍增
效应。通过不同层面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阐述中国观
点、传播中国声音。

既要“叙事实”更要“讲方法”，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传播
力。中国建设发展的事实，是维护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
底气。媒体传播中国故事，要说实话、讲事实，还要讲究方



法技巧。一要换位思考。媒体必须不断培养国际化的视野和
思维方式。二要保持本真。换位思考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
把中国故事讲出精彩，要求必须有内在的、自己的、独到的
东西。三要善于包装。不但要学习主要对手的“包装”术，
还要发挥后发优势、弯道超车。比如，近年上映的《流浪地
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中国大片，讲述中国人的亲情、
英雄、故园、家国故事;展示中国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
为逻辑和生存哲学;体现中国人的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
精神和故土情结;传递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最近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颇多，但何谓“中国故事”，
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
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 可以看到我们这
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
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
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个人叙事”、“日常生
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
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
界”，“中国故 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
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
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
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
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
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 上触及当代中
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
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
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 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
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
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
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 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
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
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中国故事”是一种创 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在那里



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处于巨大的转
型之中， 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在历史的剧变中，人们的
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动，现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
国呢?这需要创作者去观察、思考与表达，也需要讨论 与争
鸣。当然每个作家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同，但“新的中国故
事”的诞生，恰恰在于创作者的探索。在探索中，我们必须
对这个时代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长 期以来形成的思维
与认识惯性。比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认定为“弱
者”或“落后者”，这是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但现
在事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再比如，多年来我们习惯以
追赶的心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现在当作我们的未
来，但是现在情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以一种新
的眼光去重新 看待中国与世界。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文学家
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
是这 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
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
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 成一种
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
会发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其中凝聚了我们共同的经验与情
感，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呐 喊》与《彷徨》，而
只有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时代，更
深刻地认识世界与我们自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作家 在讲述“个人”故事，其实在
“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之间，还有不少层次，比如家
族故事、阶级故事、村落故事等。有意思的是，在“五四”
时期，即使讲述 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
《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
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
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
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



《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 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
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
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
故事的盛行，二则 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
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

“中国故事”的 主体是中国民众。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落、新的故事
不断涌现。但在我看来，“中国故事”应该更多地关注包括
工 人、农民、打工者在内的最广大的民众，他们或许不那么
引人注目，但他们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与动力，当然，我们也
应该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视野中关注。

“中国故事”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作家也可以讲述人类故事
或宇宙故事，但就当前的历史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中国在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中的崛
起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需要重
新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
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 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
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
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作家或许只能在
探索中寻找最 为适合的立场、观念与写作方法，但我认为，
始终站在当代历史的主体——最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可以为
作家打开一个开阔的视野。

讲好中国故事，让近者悦，远者来，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
的光荣使命。文艺评论版自今日起，将邀请文艺界人士就如
何讲好中国故事分享创作心得，交流感受体会，共同探讨中
国故事的当代表达。

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篇二

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



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

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
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
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
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
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
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从小没看过多少国学、史书的我，对孔子、老子等人物的认
识一窍不通，但我却可以从爸爸的嘴里听到。渐渐长大了，
听多了，“国学”这个词也熟悉了。我真切的体会到“国
学”两个字存在的魅力!

在我的心目中，国学她像是一位“音乐家”一样，她的“音
乐”能陶冶着我的情操，调节我的心情。国学她像是一位作
家，在她的笔下内容那样的流畅、优美，用词是那样的精辟，
凄美的情节让我为之而动容。

从《弟子规》中，我这才发现，原来做人也有许多规则，因
此，想做一个受人敬重的人就得有规有矩，俗话说“不以规
矩，无以成方圆”细细地品《弟子规》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
做人首先要有一颗仁善之心，这样才能够真心的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做事时能够诚实守信，谦虚礼让。以上做到了，
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增长自己的能力，为百姓国家做贡
献!

虽然我不太理解《诗经》里的诗是什么意思，但我却可以体
会诗里饱含的蕴意，例如《葛覃》的一句“薄污我私，薄浣
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从这里我感受到了织布女人
非常惦记自己的父母，想赶紧洗完自己的衣服去看爹娘，浓



浓的生活气息油然而起。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不愧是出自老子口中，
果然是千古佳句。即使有些句子我不太懂，但她像是一位指
挥家一样，牵引着我的好奇心!从而使我沉陷其中。所以，弘
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扬和光大革命精神，不可不从国学启
蒙开始。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国学”是民族精神的源头
活水。

“国学”有利于中华大民族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有利于
五千年来积累的的民族文化大整合，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文
化向心力!有利于中华民族大团结。虽然国学不是哲学，但是
国学的发展史囊括着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发展脉络，国学无
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单一的拣出来，设立学位要找基本依据，
全面复兴中国的国学文化，实行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复兴
包括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文化，才是真正的国学复兴
之日。

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篇三

《论语》之类的书对于以前来说，是那样得无趣，那样得难
以懂得!可是《论语》现在对于我来说，有了与以前不一样的
价值，现在《论语》可以被我用来写作文，用来与别人交谈，
令别人明白的更多。

我主要看的是学习篇，这一篇主要是关于学习的论语。就如：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
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蹉，如琢如磨。其
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
者。我还明白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
华彩的经典辞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朗声朗读和身体力行之
中，继承和铸造着博大精深，优美绚烂的民族文化品格。因
为经典，我们有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



对于经典，以前的私塾先生要求学子们不管懂不懂，自己读
通，自己背熟。一本书，要读到烂熟于心，终身不忘。据说，
要达到这种效果，大约需要反复练习500遍。那些你今天读起
来生涩油口的文字竟然是你的智慧!相信吧，只要你肯这样把
这本书吃下去，滚瓜烂熟，那美妙的时刻一定会如约而至。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
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蕴，不亦君子乎?相
信这句话你一定有听说过，这可是一句非常之经典的话。语
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文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技能，更在于造就人，让学
生“精神成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外经典地影响力地不可
估量的，一本书能够让一个人受益终身，甚至能激励一代人
的成长。

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篇四

今年是2008年，盛大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我国首都北
京隆重举行。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喜悦呀！不光是我人，
全中国的人都沉浸在兴奋中。对中国人来说这年已经期盼已
久了，以前这只是个梦想，但现在即将实现。

光阴似箭，明如梭离奥运会开幕越来越近。人们每天关注着
体育节目。以前当雅典奥运会的圣火徐徐熄灭，全世界的目
光都投向北京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不再是种怀疑、轻蔑的
目光，而是信服的目光。所以我们中国人要讲文明，要让外
国人发现我们中国人也是很优秀的。

近期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做文明的中国人都在做些好事。
哪怕是有张纸吹到了地上，人们也会捡起来，把纸扔到垃圾
箱内。而且细心的人会发现“中央少儿”、“中央2台”都在
播条公益广告文明就在我们身边，让我们迈出小步，社会将



迈出大步。迎奥运、树新风、讲文明。

其实做到“文明”也不难只要你细心观察亲身体验。

文明中国，迎奥运！

可敬的中国论文题目篇五

最近，我读了《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者》这本书。作者首
先以神话的色彩给我们讲述了生命的起源，接着又带着我们
领略了祖国美丽的自然风光。而在书的第三章则以个个触目
惊心的事例，让我感到保护环境已经成为我们最紧迫的任务。
的确如书中所说：“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不是美丽中国；
强大富裕而环境污染，同样也不是美丽中国。”

生态环境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把大伞，为
我们遮风挡雨，保护我们的家园，如果没有了这把大伞，我
们的家园就会像撒哈拉大沙漠样，片死气沉沉，荒无人烟。
而如今，环境污染已经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巨大的危害，给生
存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树木被砍伐了，小鸟失去了欢乐的
家园，森林变成了荒漠；小河被污染了，鱼虾的生命受到了
威胁；野生动物被杀死了，人类失去了友好的伙伴，各种有
毒物质使我们染上了疾病……严重的污染和破坏更会带来生
态环境的失衡，造成诸如沙尘暴、酸雨、洪水、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使我们的家园不再安宁，不再美丽。

人类只有个地球。古往今来，地球妈妈用她甘甜的乳汁哺育
了无数代子孙。破坏生态环境就等于毁灭我们人类自己。拯
救地球，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最强烈的呼声。保护
环境，珍惜我们的地球，美化家园，绿化我们祖国，是我们
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本书的最后章节，作者向
我们发出了“守望美好，争做绿色卫士”的倡议。



是啊，“美丽中国，有你有我。”虽然，我们个人的力量是
微小的，但是我们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当千万份绵薄之力凝
聚在起的时候，世界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就让我们立即行动
起来，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赖以
生存的家园，做个保护环境的卫士，做个爱绿、护绿的使者。
让环保永伴身边，让地球天蓝地绿水常清，让我们的祖国拥
有绿色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