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演讲稿(实用9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一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我们这个美丽的校园里，文明礼貌也
无处不在，它像绵绵细雨，滋润着大地，像阵阵微风，吹进
人们的心田。同学们之间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团结友爱，
尊敬师长，文明之花常开放在我们美丽的校园。但是在我们
的校园中还存在着许多不文明现象。

作为一名中学生，爱护校园，美化环境，同时也是我们的另
一个使命。当你扔出手中的垃圾时，请你多走几步，把它放
入垃圾箱;当你看到地上飘着纸片时，请你弯下腰，把它捡起
来;当你随地吐痰时，请你为他人想想，别人会因为我而生病
的。如果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能这样做，这样想，那么，我们
的校园一定会更加美好。

原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能与文明同行，与礼貌同在，让文明礼
貌永远伴随着我们。文明礼貌之月并不只是三月，我们应该
事事讲文明，时时讲礼貌。从自己做起，从眼下做起，把文
明礼貌当作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同学们，行动起来
吧，从此刻出发，做一个文明好少年。让我们携起手来，共
同努力，让文明礼貌之花开遍我们美丽的校园，也让文明礼
貌之花盛开在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心中!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初三13班的xx，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
继承优秀传统 弘扬中华文化 。

冬至作为一个古老的节日，至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在我
国古代，冬至被当作一个重要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
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
起，君道长，故贺。”人们一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
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
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
官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唐宋
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
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这种祭祖习俗一
直延续至今。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
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
厚滋养！是全体中华儿女寻根溯源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
民族之所以几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一次次
凤凰涅盘，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观，最根本的就是深深根
植于民族基因的伟大精神支撑和崇高价值追求！总书记多次
强调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他指出：“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
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者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也许，我们传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外来思潮的冲
击，但只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努力学习、领会中华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积极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即便



是道路再曲折、再艰难，我们也能为此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作为当代青少年我们应从小树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刻苦
学习，开拓创新。我相信，中华文化一定会走向世界，再创
辉煌。那么我要说，继承优秀传统靠你、靠我、靠大家，弘
扬华夏文化，为你、为我、为国家!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三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x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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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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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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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四

刀剪剑、伞、扇属于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是人类为了更好
地适应环境，增加行为能力，提高生活质量而发明的。它们
不仅具有可供欣赏的物质外观，也在长期的制造和使用过程
中逐渐积累着精神文化的内涵，成为体现历代人民智慧、情
感和审美文化的载体。

2月4日，我和妈妈一起去参观了刀剪剑博物馆。在参观的过
程中，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惊叹。原来，我们平时用的剪刀
中有那么多学问，如：全手工制作一把剪刀，需要七十多道
工序。即使借助小锤、抛光、砂轮等小型工具进行半机械化
制作，也要二三十道。先把洋元放在炉子上加热，然后不停
地锤打，使钢和铁融在一起，再做成若干个大小一致的剪刀
片。这个工序比较难，如果没有融合在一起，很容易形成断
钢，做成的剪刀片上会有黑痕，用力一敲就断了。此外，制
成的剪刀尖子容易形成纯钢尖，没有韧性，剪到硬一点的东
西就会断。

在那里我还见到了奇形怪状的剪刀，有的只有半边；有的刀
片是正方形的······



参观完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华儿女，真是一种荣幸，我为
祖国骄傲！

今天下午，看了会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爱情公寓”。
这个电视挺搞笑的，我很喜欢看。

我今天刚好看到了里面有个人叫龙在天，我忽然想起上次和
爸爸看收藏节目的时候，爸爸不是给我出了副对联吗？那天
看到马未都在节目中刚好在说马的故事，爸爸就随口说了一
句：“马年马未都说马，这个对联怎么样？你能对上来
吗？”

当时我实在接不上来，就说：“等我哪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吧。
”

“龙年龙在天说龙”，我研究了一下觉得好像能对上哎！我
立即打电话给爸爸说：“你上次不是出了副对联吗？我终于
对出来了！”“什么对联啊？”“上次在看收藏节目时，你
给我出的那道啊”“噢那个啊，你说说看。”“马年马未都
说马，龙年龙在天说龙”“不错哦，你真聪明！”

通过这件事，我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很有意思的！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五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
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统节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
淀凝聚的过程，下面列举的这些节日，无一不是从远古发展
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画面。

节日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完善，慢慢



渗入到社会生活的过程。它和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国古代的这些节日，大多和天文、
历法、数学，以及后来划分出的节气有关，这从文献上至少
可以追溯到《夏小正》、《尚书》，到战国时期，一年中划
分的二十四个节气，已基本齐备，后来的传统节日，全都和
这些节气密切相关。

节气为节日的产生提供了前题条件，大部分节日在先秦时期，
就已初露端倪，但是其中风俗内容的丰富与流行，还需要有
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早的风俗活动是和原始崇拜、迷信
禁忌有关;神话传奇故事为节日凭添了几分浪漫色彩;还有宗
教对节日的冲击与影响;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永恒的纪念渗入
节日，所有这些，都融合凝聚节日的内容里，使中国的节日
有了深沉的历史感。

到汉代，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都已经定型，人们常说这些节
日起源于汉代，汉代是中国统一后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
经济稳定，科学文化有了很大发展，这对节日的最后形成提
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节日发展到唐代，已经从原始祭拜、禁忌神秘的气氛中解放
出来，转为娱乐礼仪型，成为真正的佳节良辰。从此，节日
变得欢快喜庆，丰富多采，许多体育、享乐的活动内容出现，
并很快成为一种时尚流行开来，这些风俗一直延续发展，经
久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的文人雅士、诗
人墨客，为一个个节日谱写了许多千古名篇，这些诗文脍炙
人口，被广为传颂，使我国的传统节日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
蕴，精彩浪漫，大俗中透着大雅，雅俗共赏。

中国的节日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一到过节，举
国同庆，这与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一脉相承，是一
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六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
影响。尊老敬贤是我国自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具有现实意
义。仪尚适宜是中华民族素来注重通过适合的形式，表达人
们内心丰富的情感。礼貌待人，礼貌是人类社会据以促进人
际交往友好和谐的道德规范之一，是构建起与他人和谐相处
的桥梁。容仪有整是一个人的仪表、仪态，是其修养、文明
程度的表现。以上几个方面是我国传统礼的精华。

对别人有礼貌就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周恩来总理无论在多么
艰苦的环境里，总是保持着礼貌。每次约见客人时，他总是
会提前到达目的地，与客人见面，言谈举止都非常有礼貌。
约见结束后，每次都不会先走，而是等客人走了之后，他才
离开。身为一个国家总理，他处处以礼待人，还礼貌行车，
每次都是让外宾走光后他才走。外国记者曾赞扬道：“凡是
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魅力，其人品非凡，
而且令人神往”。这说明了一个人非常讲礼貌、讲文明，这
就是一种内在美丽的外在表现。

虽然有许多人讲礼貌、讲文明，但是有些人并不讲文明、讲
礼貌，仍然我行我素。我家门前有一条街道，有很多人都乱
穿马路，不按交通规则行驶。还有许多行人，没有耐心等待
红绿灯，就直接横穿过去。他们只想贪图省，却忘记了安全
第一。实际上路口的红绿灯不过就1、2分钟的功夫，往往人
们就淡忘了法律，绿灯变黄灯的间隙，汽车还一闯而过。这
种事情我就亲眼见过一次。

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
来，紧密结合起来，传承文明礼仪是每个中国人的义务和责
任，我们一定要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发扬光大，向全世界展
现我国的风采。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七

大年初二这天，天空渐渐明亮起来，我们一家人来到了龙潭
湖公园逛庙会。

我们走进大门就被一股诱人的香气吸引住了。我们四处搜寻
着，突然我发现一位卖羊肉串的大叔手上拿着几串，不停地
吆喝着：“10元2串！”听着炭烤肉发出的咝咝声，闻着烤肉
的香味，我垂涎三尺。我们迫不及待地买上几串，有滋有味
地吃起来。吃完后，我们来到了玩具区，这里也是人山人海，
挤得连呼吸都困难。我从人群中挤进去，看到一个摊主正在
招揽生意：“我这里应有尽有，庙会期间打九折！”我惊喜
地看到一些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我最喜欢的是毛绒小兔，
我挑了两个捧在手中，摸着它们，感觉痒痒的，软软的。鲜
红的颜色是那么的喜庆。我打算送给姥姥、姥爷一只，爷爷、
奶奶一只，祝他们兔年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离开玩具摊，我们正打算回家，走到公园门口时，看到有一
个摊位正在宣传“低碳生活，保护环境”的小知识，还让大
家写下自己的环保小心愿。我写的是“爱护地球，保护家
园”。当我把心愿贴在心愿树上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
自己的心愿而努力。在庙会里举办这种活动，让我们从小就
做到低碳生活，保护我们的家园，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全家走出了公园大门，将热闹非凡的庙会留在了身后，
但节日的喜庆却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八

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要放爆竹、贴窗花、挣压岁钱、吃饺子、
听年的故事。其中，我最喜欢听年的故事。关于年的故事有
很多种，我最喜欢其中的两种。

一种是说年是一群非常凶猛的动物，它们聚在一起，一出动，



多则上千只，少则几百只。每到寒冬，年就出来觅食，走到
哪里，哪里的人和各种动物就要遭殃。据说，一群年一次可
吃上百只虎豹熊和几十个人。

一到冬天，人们都得集中起来和年作斗争。在和年的斗争过
程中，人们逐渐发现年虽凶恶残暴，但它最怕火，一见火光
就拼命逃跑。因此人们一旦发现年群来犯，就迅速点燃火把，
手持武器呐喊助威，直到把年全部赶走。

另外一种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深居海底的怪兽叫
年，它的头上长着一对尖尖的角，非常凶猛。到了除夕这只
叫年的怪兽就会爬上岸伤害人命，因此到了除夕，大家都逃
到深山里。

这一年，从村外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告诉大家，
年有三怕，第一它怕红色，第二它怕响声，第三它怕火光。
因此当过年的时候，人们都要放爆竹、贴窗花、开灯过夜。

年的故事很吸引人，过年的习俗丰富多彩，我喜欢过年!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篇九

中国传统文化像一个浩瀚的海洋，在我们吃饭时的筷子是中
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玩耍中的陀螺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们就
在生活中，在玩耍中，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传统文化是——汤圆，它可是一种好吃
的食品!汤圆的皮是糯米制成的，吃起来软软的，十分可口。
汤圆的馅儿有很多种类，比如：白糖、芝麻、果仁、豆沙，
其中，我最喜欢吃芝麻馅儿的。从汤圆的名字听起，就一定
会知道它是圆的，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很久很久
以前，古人们并不把汤圆叫做汤圆，起初它的原名是浮圆子，
接着又叫汤团，直到后来才改名为汤圆，“汤圆”与“团
圆”的字音极为接近，它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快快乐乐，有一种美好的象征。至今，大家在农历的正月十
五就可以享受这香甜可口的汤圆了。汤圆的制作方法也很不
一般，它可以：煮、煎、蒸、炸，可我最爱吃煮熟的汤圆。

我再为大家介绍一种很熟悉的食品，它就是——饺子，也属
于中国传统文化。饺子是张仲景发明的。饺子的原名是“娇
耳”，现在也叫做水饺。它的味道鲜美，形状奇特，真是令
人百食不厌啊!饺子的名品甚多，有：山东的高汤小饺，上海
有名的锅贴饺，蟹黄蒸饺……其中我最喜欢猪肉大葱饺子。

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很多，让我们一同去研究，一同去发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