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模板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一

在九月的晨曦中悄然苏醒，秋意已经布满了床边。凉爽的秋
风、金黄的落叶，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节
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中秋
节。

中秋之野，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
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是
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
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月何时照我还”，
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

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祭月赏月是节日的重要习俗。古代
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
到了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
秋赏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
句。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明月几时有，把酒
问青天。”等都是流传至今的佳话。我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
“拜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
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造的。每当皓月当空时，于露
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



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共赏明月。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个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
从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
中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
甜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似了。

关于中秋节的传说也有很多。其中，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嫦
娥奔月的故事了。相传嫦娥偷走了丈夫后羿的不死仙丹，飞
奔到月宫的故事有很多版本。奔月后，嫦娥住的广寒宫其实
是一个很寂寞的地方，除了一棵桂树和兔子，就别无他物。
后来，一般妇女每逢中秋拜月，就是向月宫里的嫦娥遥祭。

老师们，同学们。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是每个民族长期积累
的文化传承，传统节日蕴涵着民族的精神。蕴涵民族的价值
取向，蕴涵着民族的文化根基。作为当代青年学生，我们不
仅要了解传统节日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挖掘和探究传统节日
背后所蕴藏的价值。“时尚的东西是眩目的，但民族的东西
才能长久。”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最后，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合家
团圆！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二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在这金秋送爽的九月，我们又将迎来中秋佳节，又将欣赏到
皓月当空的美景。当我们仰望天空时，脑海中定会浮现起那
优美的诗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
全”。是啊，人生有诸多事情难以两全，多少在外求学和工
作的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此时不能回到亲人身边。正所



谓，“每逢佳节倍思亲。”

中秋的月最圆，中秋的月最明，中秋的月最美，所以又被称为
“团圆节”。金桂飘香，花好月圆，在这美好的节日里，人
们赏月、吃月饼、走亲访友……无论什么形式，都寄托着人
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秋，是一个飘
溢亲情的节日;中秋，是一个弥漫团圆的时节。这个时节，感
受亲情、释放亲情、增进亲情;这个时节，盼望团圆、追求团
圆、享受团圆……这些，都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

老师们，同学们，这个中秋，我们要用一颗感恩的心来度过!
心怀感恩!感恩一切造就我们的人，感恩一切帮助我们成长的
人!心怀感恩，我们才懂得尊敬师长，才懂得关心帮助他人，
才懂得勤奋学习、珍爱自己，才会拥有快乐，拥有幸福!

在此，我代表学校，祝老师们、同学们中秋快乐、学习进步、
工作如意!

谢谢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关注传统节日，
弘扬民族文化》。

今年的5月28日是农历五月初五，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人们会通过赛龙舟、包粽子、喝雄黄酒等形式来纪念一颗不
朽的灵魂——屈原。

屈原死了已有两千多年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主要是学习
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
月争辉”的人格。屈原作为一个改革家，他的政治理念，他



的改革期望，都因当时客观残酷的社会条件而失败了。但作
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却成功了。“举
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是他的气节，“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他的伟岸。他如菊的淡雅，如
莲的圣洁，强大的精神力量，为后人颂扬，激励感染了无数
中华儿女前行的脚步！

端午节作为传统节日，它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文化遗产，是
民族的精神家园。春节、端午、中秋节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
象征，彰显着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分布
如此广泛，却能保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
节日民俗的存在。这些节日已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
节日，体现着共同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端午节"——
到来之际，我们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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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许多旅居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历经几十年甚至更长久
的国外生活，但是依然保持着我们的传统，他们虽然身在国
外，依旧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我们
的民族节日。然而，现在我们国内的学生却喜欢吃的是麦当
劳、肯德基、巧克力；看的是日本的动画片及韩国电视剧，
过的是圣诞节等西方节日……我们的民族节日却不能引起他
们的关注，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同学们，我们肩负着老师和家长的殷切期望，面对如此的现
状，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复兴中华文化，我们责无旁贷。我
们或许无法改变端午节已被韩国申报的事实，但我们可以用
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来勉励自己。当父亲或母
亲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时，你能否为他递上一杯热茶？当你
的朋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能否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当你对别人许下承诺时，你能否言出必行、信守承诺？当你
自己在考试中失利时，你能否不灰心不放弃，而是寻找原因，



总结教训？我们在做好这些平凡的小事的时候，不仅实现了
自己的价值，也传承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如果人人都做
好这些平凡的小事，那将会是一件不平凡的大事。

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就像一条历史的长河，我们不能让
它断流；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应在我们的手中发
扬光大。让我们一起努力，用实际行动弘扬中华文化。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四

同学都知道，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它是我们中华民族又一
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什么叫重阳？因
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
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因
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
利日子。

随着我国人口寿命的增长，老年人口迅速增多，现在我国已
正式将农历九月初九定为“中国老人节”，目的是在这一天
开展敬老爱老的活动，发动全社会为老年人创造一个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也使老人们能够发挥余热，度过幸福
的晚年。

记得有人说过：童年是一幅画，少年是一个梦，青年是一首
诗，中年是一篇散文，回首人生，老年人是一部历史，把握
今朝，老年人是一面旗帜，憧憬未来。

在过去的岁月中，各位老同志为我们的社会建设呕心沥血、
任劳任怨、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做出无私奉献，我们为有这
样的老年人而感到自豪。

尊敬老人的家庭是和谐的家庭，尊敬老人的社会是发展的社



会，尊敬老人的学校是进步的学校，尊敬老人的学生是文明
的学生，尊敬老人、关心老人，我们责无旁贷，新世纪的我
们一定要积极创造条件，用爱心、用责任心、用良心尽力为
老年人做好事、办实事。

人都是要老的，老年人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老年人的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同学们让我们大家一起从今天做起，
从尊敬、关心身边的每个老人做起，说一句敬老话，读一篇
敬老书，做一件敬事，争做一名敬老爱老的文明学生。

喜逢老人节的到来，让我们一起衷心祝愿老人们健康长寿！
生活快乐！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五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xx班的 ，我们班是由38名同学组成的小家庭，在班
主任xx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以青春为飞向梦想的翅膀，以执
著为实现梦想的钥匙，而我们始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
们必将在人生道路上绽放光彩。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我国在推动世界
文化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拥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而这是我们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我们生活
中的一笔宝贵财富，它以传统节日、传统风俗、传统建筑等
多种多样的形式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国传统节日蕴含着中华民族的风土人情，是中华民族历史
文化的长期积淀。再过不久，冬至将如期而至，它是我们中
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
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早在二千五



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我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
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时间在每年
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
短、夜晚最长的一天;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还有吃饺
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谚语：“冬至到，吃水饺”。冬至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过中华传统节日也是我们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

其实不只是冬至的饺子，还有那端午里激昂的龙舟、新年里
燃起的鞭炮，以及那维吾尔族优美的舞姿、壮族动听的山歌，
这些无数种传统文化汇聚在一起就构成今天充满魅力的中华
民族。我们是华夏儿女，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崭新的一
代，长城让我们更加坚强，黄河在我们身体里流淌，传承了
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正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未来属于我们，
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为我们中华民
族而奋斗不息!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国旗下的讲话的题目是《寄语中秋》

在这天高气爽的金秋九月，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喧嚣的都
市车水马龙，奔波的人们很难使自己停下来，但还没到八月
十五中秋节到来之时，一轮皓月高挂天空，传统佳节的温馨
便俘虏了忙碌着的人们的心灵。忙碌的人们又添了一个更加
忙碌的任务，为亲朋好友送一份有意义的礼物。出入食品店。
大盒小盒的月饼包装精美喜气洋洋，你的包装盒上印着“九



福同居”，他的就写着“十全十美”。这边有“花好月圆”，
那边就有“富贵满堂”。寻找中秋佳节的传统与诗意才是这
个节目里最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传递的是问候，是祝福，这
是浓浓的民俗文化。周四晚我们又将欣赏到皓月当空的美景，
当我们仰望天空那一轮明月时，脑海中会浮现那优美的诗句：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古往今来，寄托着多少
中华儿女的乡愁与离情。每逢佳节倍思亲，同根同宗居住在
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将在这一节日里重温民俗再叙乡情。我
们期待“嫦娥”奔月不再是神话里的传说，中国月球探测计
划——“嫦娥工程”将使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变成现实。

同学们：让我们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到来之际，真诚的
告诉我们的家长：您的孩子已经长大，在老师的辛勤哺育下，
正逐步走向成熟，走向自己的理想彼岸。

面对国旗，面对辛勤的老师，我们想说：是五道沟镇中心校
把我们汇集到成才的摇篮，让我们在这个摇篮中互相团结，
努力拼搏，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最后祝全校师生合家幸福，中秋快乐！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七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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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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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旗下的讲话弘扬传统篇八

同学们，今年的6月16日是农历五月初五，中国的传统节
日——端午节。吃粽子、尝咸蛋、赛龙舟等形成了端午节独
特的风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
得最广。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2000多年
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在楚国担任重
要职务。因为他主张坚决对抗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
被楚王赶出了朝廷。屈原悲愤极了，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
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最有名的是《离骚》。后来，秦国军
队攻占了楚国都城。屈原看到国破家亡的惨景，心如刀割，
他怀着满腔悲愤，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怀抱石块，跳
进了汨罗江。当时他62岁。

百姓们爱戴屈原，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划着船奔向
江中，去打捞屈原的遗体，但没能找到。他们怕江中的鱼虾
会咬食屈原的遗体，又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
用江米喂食鱼虾来保护屈原的遗体。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
人们都会自发地来到江边，悼念屈原，还要划着船冲进汹涌
的波涛，象征人们争相打捞屈原遗体，以此来寄托对屈原的
哀思。久而久之，我国南方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
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死了已有2300年
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主要是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
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辉”的人格。

同学们，屈原因为热爱祖国、关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们的爱



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吃棕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
记2000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