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经典文化演讲稿(模板7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
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演讲稿模板
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一

演讲稿特别注重结构清楚，层次简明。在发展不断提速的社
会中，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相信很
多朋友都对写演讲稿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传
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通用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
看看吧。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1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xxx，十分荣幸能站在这里为大家演讲，我演讲
的题目是《传承中华文化争做时代文明人》。

历史的长河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曲曲折折，回首新中国xxx年的
艰难历程，中国人民在困境中追寻着黎明的曙光。面对五十
七年的风雨沧桑，作为华夏子孙，我们骄傲，我们自豪!我们
可以挺直腰杆，拍着胸脯，字正腔圆地向全世界庄严宣
告：“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
族!”;在知识经济时代里，经历过百年奋战的中国又蓬勃奋
飞了，她博采众长，坚持创新，勇于探索，迎接未来科学技
术的挑战，神舟升天，实现了我们的飞天梦。国家的富强让
我们懂得这个世界，珍惜这个世界。善于发现生命是点点滴
滴的美，才能拥有积极的心态，敏锐的思维，才能真正享受



生活，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对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来说，
人文素养更是立身、立国之本、是成功的关键。然而，人们
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就势必造成了对人文素养的忽视，所以就
有了在风景如画的景观大道上打赤膊，在绿化树上晾衣服，
刚装的电话亭里电话不翼而飞这类尴尬现象，所以才有了打
着翻新的旗号对人文景观的痛下杀手，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不
惜破坏当地环境的可悲局面。

我国的历史底蕴深厚，也不乏人文大师，一个国家民族素质
提高了，象征一个民族的灵魂高尚;这样，我们就无愧于五千
年闻名中外的历史，无愧于祖辈们打下的天下。

我们当代中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肩负着时代的重任，今天的
勤奋学习是为振兴中华，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
的力量，同学们，让我们沉睡的心灵苏醒吧，源远流长的古
文明，需要我们传递，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等待我们传承，让
我们扬起梦想的风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做一个时代文
明人，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种理想，收获希望，让这
个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日月同辉，地久天长!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2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一年级的学生x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
中华文化，做文明小学生》。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她是五千年华夏文
明与智慧的结晶，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融四岁，
能让梨。”孔融虽小，却懂得尊敬长辈，令我们肃然起敬；周
**12岁时，就立下“为中华人民崛起而读书”的雄伟志向，
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在四川大地震中，9岁的林浩，面对危
险毫不畏惧，勇救两名同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些具
有传统美德的少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数不胜数。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小学生，我们应该处处以他们作为自己的
榜样。在学校里，勤学善思，努力学习，广泛地阅读书籍，
培养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作为班干部，处处以身作则，
为其他同学树立榜样，并且尽心地去帮助身边的每一个同学。
在家庭中，孝顺长辈，主动帮助父母亲分担家务，从来不让
爸爸妈妈操心！如果同学们，让用自己的诚实、勇敢、勤奋、
善良、自信等优良美德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做一位名副
其实的美德少年！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3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二十六班的xxx。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
题是“汲取母语精华，传承中华文化”。

2月21日是第23届国际母语日，该节日的设立旨在促进语言多
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建设。但我认为汲取母语精华，不仅在
国际母语日，更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央视近年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努力。如《中国汉字听
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都为提高全民族道德文化素质
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而近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国
诗词大会》。小至7岁小童，大至72岁老人，他们都怀着一颗
滚热的爱诗之心参与其中，共同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
品生活之美。

董卿更是一度凭借《中国诗词大会》主持人的身份圈粉无数。
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使得她在节目中仪态端庄，风趣温尔。
她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完美体现。她“以玉为骨，雪为
肤，芙蓉为面，杨柳为姿，更重要是以诗词为心。”因
而“诗词之心”是无数美背后的依托，也是无数美得与众不



同的原因。这个世界需要这种美，我们都应该拥有这样
的“诗词之心”。

“诗词之心”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来源于对母语的
热爱。诗词，是千百年来传递的心意相通，也是每个人生命
中的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秋霜冬雪，庙堂江湖，诗歌把四
季更迭融于意象，将岁月变迁蕴于音律。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涵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更是中华民族的“根”
和“魂”。作为中学生，我们应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
重任，努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积极主动地了解中国
诗词，爱上中国诗词。让我们一起汲取母语精华，传承中华
文化，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而不懈奋斗吧！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4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伟大的诗人艾青写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
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最好解
释，那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爱国主义。

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身
之责。明代爱国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摆下鸳鸯阵打败倭
寇的故事家喻户晓。戚继光17岁就继承父业，成为一个能文
能武的青年将领，立志为保卫祖国献身。刚到前线的时候，
有一次他率军去迎击倭寇，有些士兵竟不敢迎敌，见倭寇来
了，回头就跑。戚继光大喝一声：“站住！”随后跳上一块
大石头，连发三箭，射倒了三个倭寇头目，又带头冲上去杀



敌，终于取得了胜利。从此，他的声威大振，倭寇都叫
他“戚老虎”。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他重新组建了由矿工和
贫苦农民组成的能征善战的新军，严格训练、严明军纪，人
称戚家军。戚家军连战连胜，把入侵浙江的倭寇消灭了。在
戚继光和其他将领的共同努力下，危害我国沿海达320xx年之
久的倭寇被彻底平定了。

还有舍身就义的王二小，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面对敌人铡
刀不屈服的刘胡兰，被火烧纹丝不动的邱少云等一个个鲜活
的人物，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为了中华的崛起，为了雪耻
报国，为了振兴华夏，为了腾飞于世界，我们的前辈发愤图
强，凝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华
民族的不断前进与发展。

也曾说过：“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
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
不息的伟大力量。”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传承民族精神，努
力学好文化知识，把祖国的明天建设的更美好！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5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伴着风雨，迎着朝霞，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走过了数千年的风
雨，其力量也深深熔铸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
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力量。当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生死存亡时，
总会迸发出强大的凝聚力，鼓舞着中华人民去战胜苦难。

当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华大地时，当中国人的鲜血染红这一片
大地时，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面对侵略，铸就了了一段辉煌。
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的团结一致面对
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那一次次



战争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文华的力量，中华民族的团结在这
一次战争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当地震袭来，整个中华民族凝聚在了一起，当地动山摇的时
候，谭千秋老师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学生，而自己却壮烈牺
牲;当被埋在废墟下时，人们互相鼓励;当地震过后，灾区的
人们互相安慰、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纷纷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帮助灾区的人们渡过难关。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团结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也正是这种来自中华文化的力量，是中国人团结
在了一起，正是这种团结，才使得中华儿女在困难中凝聚到
了一起，在灾难中凝结到了一起，共同面对困难，谱写了一
曲气壮山河的赞歌。

当浙江省温州市甬温线发生特大交通事故时，我们看到了中
华民族的爱心，人们纷纷去献血、出租车司机免费接送客人、
一股股爱心的暖流在城市中传播，彰显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助人为乐，发扬着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当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深入人心时，当中华文化已经进入中华人民的血脉时，
它会迸发出一种力量，去增强中华儿女对困难的勇气，去领
导中华儿女战胜中华民族战胜一个个困难，创造新的辉煌。

中国传统文化力量如春雨，滋润中华儿女的心田;如火炬，可
以照亮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如一盏明灯，引领中华民族走向
更加美好的未来。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的，中华人民才可以笑
对困难，才可以团结到一起，共同去战胜困难，走向成功。

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永远不会消失，因为它已经深
深融入中华儿女的心中，成为中华儿女生命中的一部分，我
们将会运用这种力量，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6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岁月，上下五千年的岁月，消散了春秋战国时无数飞扬的尘
土；暗淡了三国两晋时不尽的刀光剑影；模糊了五代十国时
繁荣的街市；剥蚀了宋元明清殿前宏伟的琉璃。岁月已然流
逝，所留下的，是一个个家喻户晓的名字。正是他们，挺起
了中国人的脊梁，凝聚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传承了中华的优
秀文化。

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
史长河中，我们创造了璀璨的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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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发展壮
大的强大精神源泉，也是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的强大精神动力。

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生
之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俺，有
“精忠报国”的岳飞，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林则徐，有三易其志的鲁迅，也有“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周恩来。从孙中山到陈独秀，从林觉民到秋谨，从
李大钊到毛泽东，为了中华的崛起，为了雪耻报国，为了振
兴华夏，为了腾飞于世界，我们的前辈发愤图强，凝聚了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
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使我们中华民族
的宝贵精神财富，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前进和不断发展。

在现代社会，流行的普通话和我们的祖国一样，在国际上占
有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它成了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一
个民族的崛起，除了经济的强盛外，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
中华民族历尽沧桑，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的薪火相
传居功厥伟。文化不绝，民族就不灭。语言文字是国家重要
的、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中华经典文化演讲稿7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而华
夏源远流长的经典诗文，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它
犹如春日的百花，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又如夏日的繁星，闪
烁着夺目的光彩。它记载了中国五千年来的悲与苦，蕴含了
五千年来中国人民的喜与乐。

经典是文化的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腹有诗书气自
华”，祖国优秀的文学经典，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读
经诵典中培养德行，学会做人，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教会我们怎样做人，它像雨一样无声地滋润着我
们的心灵，使我们自然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优秀的道德育
品质，同时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诵读经典就像喝上
一杯好茶，需要我们入情入心，细细品尝，才能在乐中学会
享受，忧中学会思考。

几声蝉鸣，几缕残风，嘈杂难诉心肠，一轮孤月，一双棹桨，
淅沥雨丝之后，却无奈对离伤，千钟风情纵难言，“今宵酒
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千里烟波，惜别之情已余，
千种风情，相期之愿又赊。

不学诗，无以言，我们需要以传统文化涂亮人生底色，滋养
心灵家园。

为了不让这些隔世经年的艺术就这样在它们诞生的地方，黯
然地消亡，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正值青春的少年，
在面对几千年经典文化时，都应是渺小而谦逊的。这一条路，
从浅尝到深爱，从了解到发扬，是我们一辈子的职责。让我
们去学习，去珍爱。我们会发现生活里静静的美好，看见血
脉里的东西，无比鲜亮。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二

在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奔腾不息；在尘封的夜
空中，传统文化熠熠生辉，点亮经典。而作为如一粒沙渺小
的我，对于传统文化，亦瞻仰，亦学习，亦传承，亦践行！

——题记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清朝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苔》掀起了20xx年致敬经典，传
承经典，传唱经典的大潮，而最终才有了如今那个家喻户晓，
耳熟能详的《苔》小调。我们感叹的不仅是山区孩子如苔花
勇敢绽放的精神，更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触动着现代人麻
木肤浅的心弦。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曾走进
传统文化的.殿堂，有意蕴悠长的诗词歌赋，有灵动深厚的汉
字文化，有洒脱飘逸的文人墨客，并为之陶醉。而如今作为
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我携传统文化之精神走进校园，走进儿
童，去重温经典传统文化，去传承可贵文化精神，去践行中
国教育梦。

你听，“杀猪汉坐状元，这个差事真麻烦，快把这事应付完，
还要回家杀猪去挣钱，孝顺我妈到百年哪”，这是著名曲剧
《屠夫状元》走进六一小学的现场。六一小学的师生和家长
都被精彩的戏曲表演所深深吸引，时而聚精会神地端坐，时
而衷心感激地鼓掌，也会被幽默曲段逗乐。甚至有的小朋友
居然按耐不住自己对于戏曲的喜爱，自己哼起了调子或者学
着做台上的戏曲动作。孩子们不禁赞叹：“太精彩
了！”、“太好看了！”、“我好喜欢戏曲啊！”家长也不
断称赞道：“这是孩子第一次接触戏曲，其实戏曲就像是读
书一样，能够给孩子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同时能够感受传统
文化的无限魅力。”自戏曲文化走进六一小学以来，我校很
多学生参加了戏曲学习活动，并且还有幸邀请了著名豫剧表
演大师给六一的小戏迷们进行指导。戏曲文化走进校园，滋
润着儿童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



你看，一年级的小朋友搭起稚嫩的小手，虔诚地拜孔子；一
年级的家长们用手中的朱砂，开启孩子的智慧。在六一小学
一年一度的入学礼中，正衣冠，朱砂启智，拜师礼，无不彰
显出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地走进校园，影响我们的行为。正
衣冠，教给孩子们整洁端庄的外表是交往的基本礼仪；朱砂
启智，象征着开启智慧，希望孩子们能明“学生”之“名”，
“学习”之“分”；拜师礼，手握拳，90度弯腰，三鞠躬，
让孩子们能够做到尊师重道，尊其师，方能信其道。入学礼
虽简短，但包含很多重要的礼仪之道；虽简要，但让刚刚入
学的孩子们感受到步入求学之路的仪式感。入学礼传统文化
进校园，是对优秀传统的传承，同时启发着儿童对于礼仪精
神的领悟。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曾带领孩子们举行过班级“诗词大
会”，曾鼓励孩子们将成语故事表演出来，曾接受《弟子
规》、《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传统文化典籍的沐浴，
并且已经成为教学常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在传
统文化的熏陶中，心性安静了，行为文明了。而我在跟随孩
子们一次次解读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每次收获不同，感悟不
同，但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孩子们虽然
无法说出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但他们郎朗地吟诵声，沉醉
的学习状态，足以看出孩子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当我们静下心来去走进传统文化，看到桃花开了，我们就不
只是感叹“春天来了，天变暖了”，而是“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传统文化走进校园，它仿佛一股暖流，
流进儿童的心田，内修其心性，外修其行为，从而塑造出新
时代背景下全面发展的好少年。而我作为一个传承者，亦坚
定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让传统文化在稚嫩的心灵里生根发
芽，发扬光大！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化传统文化，展名校
学子风采。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八”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着
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至
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
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
但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一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四

同学们：

你们知道世界上收录汉字最多的词典是什么?它不是中国的
《汉语大词典》，而是韩国编纂的《韩汉大辞典》，它里面
所收的词条和词汇量均比《汉语大词典》多。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那场官司——中国和韩国因端午
节的文化产权而产生的争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费解的
事情呢?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积淀了众多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经典，涌现出了难以
计数的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优秀人物。
走进经典之中，我们会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咀嚼《论语》，我们懂得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的学习之道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我
们学会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真智慧；我们知道
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惜时如金，我们还理解了“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与执著。

走进《史记》，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自黄帝到汉武帝3000多
年的成长画卷，我们更感受到了司马迁身残志坚终成巨著的
顽强与不屈。

吟咏李白，我们惊叹“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的奇特想象，佩服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情怀。
诵读杜甫，我们感动于他身处贫困却思索着“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的博大胸襟。



泛舟赤壁，我们不仅领略到“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壮美
景观，更感受到苏子身处逆境却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欣赏《窦娥冤》，我们不仅了解了封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
悲惨命运，而且感受到了作者关汉卿揭露黑暗的勇敢与犀利。

阅读《三国》《水浒》，我们感受着战争的惨烈和忠义的价
值。赏析《红楼》，我们在惊叹贾家的奢华糜烂的同时有流
连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

同学们，中华的文化博大精深，我国的经典著作浩如烟海。
走进其中，你能找到道德的榜样，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
错误；走进其中，你能领略学习的乐趣，明白什么是忘我，
什么是充实。在经典中，你能感悟到做人的道理，生活的艺
术，文学的境界。

走进经典吧!走进经典，你就能更快的完善你自己，走进经典，
你就能为弘扬中华文化尽一份力。让我们行动起来，走进经
典，传承文化，弘扬传统，完善自我。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五

远远的，一股淡淡的书香弥漫开来。一本本世界经典名著，
一篇篇好文，一首首好诗，都是伴我快乐成长的经典。从小
时候起，我就独恋经典。

我不像同龄孩子那样蹦蹦跳跳了，而是安安静静地坐着，手
捧一本童话书，望着那精美的插图，嗅着那淡淡的书香，品
着那如诗的文字，真是一种享受！《白雪公主》《圣母玛利
亚》《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些故事给了我数不清的幻想，
伴着我在想象的世界中遨游。长大些，我识得字也渐渐多了，
也不再屑于读童话书了，而是迷上了小说书。那荡气回肠的
文字，栩栩如生的人物，波澜壮阔的场景让我深深的爱上了
长篇小说。随着雨果，我坐进了《巴黎圣母院》，丑陋却极



富爱心的伽莫西多与道貌岸然却具有蛇蝎心肠的神父克洛特
的对比是多么鲜明！它情节曲折紧张，又不失浪漫，让我爱
不释手。

读着《三国演义》，我仿佛走进了三国时期那战火纷飞的年
代，仿佛成了神机妙算的诸葛亮，羽扇轻摇，七擒孟获，六
出祁山……翻开《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明白了什么
叫“珍惜”，什么叫“努力”，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把今
天看作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好好地活着”这句话的真正内涵。
随手打开《朝花夕拾》，它竟将我的童年、我的心融在一起，
读着它，有一种久违的快意。还有各位伟人的传记，让我从
他们的事迹中感受伟人崇高的境界与高尚的情怀……当然，
短篇小说也不赖，《匆匆》《白鹭》《我的叔叔于勒》《一
生》等短篇小说构思别具匠心，情节变化多端，描写生动细
致，刻画人情世态惟妙惟肖，读后回味悠长。

渐渐地，我上六年级了，也对古诗词文有了浓厚的兴趣。李
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自信、潇洒；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壮志；
李清照这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显示出了她这个弱
女子心中的蓬勃英气……还有精辟的《三字经》《老子》
《孟子》《庄子》让我从圣贤者的叮咛中悟出了人生的真谛！
经典好书，好文，好诗好词都是优秀的魔法师，从百宝箱中
捧出无价之宝知识送给我，伴着我快乐成长！经典就是好朋
友，就是我永远的知己！我读经典，快乐成长！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六

尊敬的各位领导、友爱的老师们：

大家好！今日我演讲的题目是“学习老子《道德经》，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目的是要把我的学习体会告知大家，与大
家一起共享，相互沟通，共同勉励，促进我们高职训练深化
进展。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老
子的《道德经》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它博大
精深，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朴实辩证法，揭示了事物的产
生、进展、变化的规律。学习《道德经》，对于加强文化建
设，提高人们素养，促进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道德经》里的道指的是规律，道家认为“规律是自然的，
变化的，不为人所掌握的。”要“充分尊敬规律，然后才是
利用规律。”这是一种特别朴实的辩证思想，全面体现了我
国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探究与思索，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道
家对规律的熟悉，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且至今仍具有深远的意义，仍旧是我们熟悉世界、改
造世界、利用世界的有力武器。道家对规律的科学熟悉，从
小的方面说，对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从大的方面说，对国家经济社会进展，具有特别久远的指导
性。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德。”这句话告知
我们，不管别人是善是恶，都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美妙的
品德。它的真正涵义是，不仅在于教善人和圣人如何不与不
善人同流合污，而是要教善人和圣人如何教化不善之人，使
人改恶从善，最终达到人人向善修道，天下太平。所以，我
们学习老子这句话后，在与别人交往时，不能以自己的原则
去推断别人，然后打算是否与之交往；而是在乐观与善人和
圣人交往，向善人和圣人学习的同时，也要与不善之人交往，
通过自己的日常行为去教化不善之人，使大家都成为善人。
假如我们的社会真能做到这一点，将是一个和善社会，给每
个人带来无穷的幸福，享受人生的欢乐。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这是《道德经》中很有影响力的句子，也是被
人们广泛传诵的`。它告知我们，任何宏大人物的成长，任何
宏大事业的成就，都是从细小做起，要脚踏实地，勤学苦练，
不断耕耘。任何好高鹜远、不切实际的想法都要不得，也是



不行能实现的。我们每个人要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
人生目标与人生价值，就必需记住老子这句话，做到“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认仔细真学习，兢兢业业工作，朝着既
定目标，一步一步迈进，那就能干出一番事业，不虚度人生，
实现辉煌。

各位领导、老师们，老师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进展的
传播者和建设者，是学校工作的主体，是同学成长前进的领
路人，身为老师担负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大责任。所
以，在当前中央号召加强文化建设的深厚氛围中，我们老师
要静下心来，多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殊要多学习《道
德经》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珍宝，提高自身素养，争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传播者。

我的演讲完了，感谢大家！

经典文化演讲稿篇七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高二六班的x，今天我演讲的目题是：传承文化，诵读经
典。

经典是中国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精神
纽带，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如
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大家是否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他力抗金兵，保家卫国，
即使皇帝昏庸，奸臣当道，却依然诵出三十功名尘与土，八
千里路云和月的民族气概！是否还记得一代枭雄曹操，东临
碣石，酾酒临江，即使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仍旧高唱&qut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是否还记得乱世漂泊的李清照，将国家之恨纺成染柳烟浓，
吹梅笛怨的哀愁，纵然帘卷西风，瘦比黄花，仍旧吟出生当
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豪言壮
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
宝典，诵读中华经典诗文可以加深我们对民族精神和优秀传
统文化的理解，在诵读中亲近中华经典，在亲近中接受中国
文化，在热爱中弘扬中华文明。

诵读经典的目的在于启迪同学们心智，培养大家良好的思想
品质，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懂得爱国、爱家、爱父母的
人生道理。经过一阶段的诵读，虽“满腹经纶”但只能闷在
肚里，或“纸上空谈”，诵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
我们必须要学以致用，用经典来指导自己的言行，从“幼不
学，老何为”的教诲中了解时间的.重要性，勤学需趁早；
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呐喊中明白生命
的价值……其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我们要能在经典诵读中真正理解为人处事的道理，升华自己
的思想。

国学的经典，华夏的辉煌，成就了伟人的不朽，缔造了民族
的昌盛。国学文化，是华夏民族的灵魂，是炎黄子孙的精神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化，肩起民族
复兴的伟业，让中国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同学们，让我们与
经典同行，与圣贤为友，用最高亢的声音诵读经典，用最昂
扬的激情书写青春，用最执著的信念成长为中华文明的传承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