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走进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
演讲稿(优秀6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以下
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一

我歌唱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这是个我们当今社会里最值
得我们学习的，是我们社会上最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的人们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家的历史，要让我们
的头脑里有我们的国家，要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知道
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要用我们的心来领悟这些美好
的，古典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最了不起的文化来，是这历史
的存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国家，是怎么样演变过
来的，我们国家的好多名人都出生在那里，拥有什么样的才
学。传统文化现在在这社会里面临的是足见走向一个寒冷的
地带，因为这样的一个时期让我们的博学要丰富。了解我们
的传统文化，就是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传统文化的存
在有的是展现在了建筑上面的。有的是体现在了文化上。湖
南的传统部落，从建筑的形态上划分的，大致可以分为湘西
南，湘西北，的木结构建造的。实际上是反映了相应的村落
原住民的文化理念的。是这样的建造让我们觉得这样的建造
好看，这样的建造是为了纪念那个事情的生活习性，是那个
时候的最具广泛代表意义的建造的。是这样的文化内涵，让
我们感觉到了古人的神秘，古人们的厉害，那么大的建筑木
材是怎么弄到上面的呢，真是令人敬佩，是古人的建造的遗
留，让我们更广泛的了解，更广泛的知道古人的生活，古人
建造的内涵，事实上我们的现在生活都是离不开我们古代的。



我歌唱传统的内涵与价值，这是个不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是
我们最知道敬佩，最值得了解的传统。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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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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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三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的题目是：赏中秋明月，
扬中华文化。

漫漫历史长河中，伟大的祖国母亲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
明。诗词曲赋是她柔光轻泛的双眸，、书法和曲艺展现出她
曼妙的身姿，而传统节日更是描绘出她灵动飞扬的神采。

现实一次次向我们证明：我们过着历史悠久的中秋节，却不
一定了解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我们坐在庭
院里赏月，却未必能再联想起“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或
“玉兔捣药”的古老;我们尝尽了美味的月饼，却往往没听说过
“朱元璋与月饼起义”。象征团圆与幸福的中秋节似乎在渐
渐淡化它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



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正是博大精深，传承开拓。曾有人这么
说：“传统的文化节日的沦丧就是文化的沦丧，文化的沦丧
就是民族精髓的沦丧。”伟大的祖国母亲为我们留下了珍贵
无价的文化遗产，而那铿锵有力的“传承开拓”现在正需要
我们这年轻的.一代去付诸实践，而即将亮相的广州亚运会也
期待着我们向世界展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历史是逝去的无法改变的昨天，传统文化是生于人类之始
并可进化永生的。”同学们，作为附中人我们更应该走在这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队伍的前列，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
抓住契机，认真学习中华文化知识，过好每一个传统节日，
挖掘其背后的传统文化，深入理解并取其精华，主动成为中
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
大放异彩。

最后，祝愿大家在中秋赏月之际，不忘中华传统节日传统文
化之本源，过一个幸福快乐的中秋节。

谢谢大家!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四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
诗的历史源远流长，名家辈出，名篇佳作卷帙浩繁，在中华
文明中蔚为壮观。

我们自小读诗诵词，却只机械地读，木偶似的背，忘了我们
因何而读！诗词可以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丰富人的精神世
界——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
华文明。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五

我叫郑艳玲，是佳木斯市第一小学一名教师。在这春暖花开，



万木争春之季，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这次评比活动，
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粗浅认
识向各位领导汇报。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优
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很多内容，概括地讲，可以用“一片
阳光、一块沃土、三棵大树”来表述。其中，“一片阳光”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了天道自然、人天合一、五行
相克、阴阳和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就像一片阳光，照耀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进的步伐。“一块沃土”是指中国传统文
化这块肥沃的土地，包括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三
个要素。上有阳光的照耀，下有肥沃的土地，就长成了“三
棵大树”，这三棵大树就是儒、道、释，好比这片“沃土”
里的氮、磷、钾，使得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先师用这种文化治理鲁国三个月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四方之客归之”的社会状况；周朝的成康之治，更是
达到“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可见其和谐程度；山西晋商，
运用儒家思想，以义制利纵横欧亚九千里，诚信为本称雄商
场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四大文明古国中，也只有
中国的文化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一直随时代发展至今仍闪
耀光芒。

具体到我们的教育来说，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
塑造、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加强
传统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行为模式、
思想倾向、心理倾向、心理素质、自我意识等多个方面塑造
学生的人格和行为。然而如此重要的教育手段却在我们的教
育中经常被轻视忽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越
来越多的学生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多的依赖家长，
缺乏自立能力，欠缺劳动习惯；自私自利，不太合群，集体
观念淡薄；花钱大手大脚，不珍惜劳动成果；是非观念淡薄
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民族
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这样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



时代的学生是一批没有自己正确价值取向的人。对于学校来
说，就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营养，着眼于继承发展它的心髓，适时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和传统美德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
陶，让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

现在我要说，要想得到智慧、尊严、快乐，那么你一定要去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学习，而且要用自己毕生的力
量去传播，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这种文化。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我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天下之事教育为先!我们从事
的是教育子孙后代的职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有
责任向学生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净化灵魂，升
华思想，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篇六

大家好。 我们的祖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
长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可堪自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
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
《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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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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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