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 保护传统
节日的演讲稿分钟(优质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
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如今，传统节日越来越不被重视，这值得我们思考和担忧。
洋节涌入中国，来势汹汹地抢占了中国的市场和人心。西方
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严重冲击着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很多民族的传统节日正在被人漠视，甚至淡忘。我的
堂弟堂妹们，甚至不知道寒食节、重阳节意味着什么。我们
对于传统节日不够重视，可是外国却视若珍宝。以前就有韩
国在国际文化遗址保护大会上提前注册端午节。自此，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特有的端午节被误解是韩国的节日。想到此不
禁痛心!我们自己国家的传统节日就是珍宝，我们不去珍惜，
失去了才知道珍贵。别人的节日，我们毫不了解就隆重庆祝，
视若珍宝。其实，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缺乏文化自
信。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人的精神家园。文化更是一种价
值观，不仅体现在以物质为载体的传承，还体现于对非物质
文化的保护。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
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赖。只有对自
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才能鼓
起奋发进取的勇气，才能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
长盛不衰!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祭奠和瑰宝，了解并尊重我



们的传统节日，便是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更是对民族
灵魂的追溯。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重视传统节日，唤醒文
化自信!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上午好！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了解传统节日，热爱
中华文化》。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广袤的地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自然景色，也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文风光。有
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就连传统的习俗都是如此丰富多彩。

对于冬至，苏州一直延续古时候的传统，＂冬至大过年＂这
一说法在苏州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冬至这一天，苏州人
就会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斟上冬酿酒，煮上馄饨，有说有
笑的过一个温暖的冬至，在冬至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会少了
卤菜，俗语有云：有得吃，吃一夜；呒不吃，冻一夜。即富
裕之家要吃一夜，贫困之家只能干坐着冻也要冻一夜。人们
不甘心冻一夜，想吃一夜，所以就喝酒、买卤菜吃。

这可以说是南方人的冬至夜，那么北方人的冬至就没那么隆
重了，北方人并不过冬至夜，而是过冬至，在那一天北方人
会吃一碗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耳朵，吃了饺子，耳朵
就不会被冻掉了。

说完了刚过去不久的冬至，再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吧。
对于春节，南方和北方的差别也很大。

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意味着＂辞旧迎新＂，
南方人喜欢在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北方人除了春联外，



还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到了除夕，大家围坐一起吃一
顿团圆饭，长辈会给家里的小辈一份压岁钱，听着窗外的鞭
炮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雪白的冬天也染上了喜庆的红色。

南北方的除夕较为不同的是对于小年的理解，南方人通常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而北方则是将腊月二十三日成
为＂小年＂，在这一天需要＂祭灶＂，北方人会煮好麻薯，
供奉给灶王爷，因为在这一天灶王爷会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
的事情，为了让灶王爷不要胡说，能够说些好听的话，人们
就用又甜又黏糊的麻薯糊住了灶王爷的嘴。

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如＂上元节＂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元宵节，＂乞巧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节等，
都有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同学们不妨凭着兴趣去探寻一下吧。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的瑰宝，是中华文明给予我们每一位
炎黄子孙的宝贵财富，不要等它湮没在时代的潮流中才追悔
莫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关于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
欢迎借鉴参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了解传统节日，热爱中华文
化》。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广袤的地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自然景色，也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文风光。有
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就连传统的习俗都是如此丰富多彩。

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冬至"这个节日，冬至是一年之中白昼
最为短暂夜晚最为漫长的日子，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宫廷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从周代起就有祭祀活动。《周礼
春官·神仕》就记载道："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这样做
的目的在于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疫疾，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
与死亡。到了唐宋时，以冬至和岁首并重。南宋孟元老《东
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
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

对于冬至，苏州一直延续古时候的传统，"冬至大过年"这一
说法在苏州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冬至这一天，苏州人就
会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斟上冬酿酒，煮上馄饨，有说有笑
的过一个温暖的冬至，在冬至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会少了卤
菜，俗语有云：有得吃，吃一夜;呒不吃，冻一夜。即富裕之
家要吃一夜，贫困之家只能干坐着冻也要冻一夜。人们不甘
心冻一夜，想吃一夜，所以就喝酒、买卤菜吃。

这可以说是南方人的冬至夜，那么北方人的冬至就没那么隆
重了，北方人并不过冬至夜，而是过冬至，在那一天北方人
会吃一碗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耳朵，吃了饺子，耳朵
就不会被冻掉了。

说完了刚过去不久的冬至，再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吧。
对于春节，南方和北方的差别也很大。

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意味着"辞旧迎新"，
南方人喜欢在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北方人除了春联外，
还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到了除夕，大家围坐一起吃一
顿团圆饭，长辈会给家里的小辈一份压岁钱，听着窗外的鞭
炮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雪白的冬天也染上了喜庆的红色。

南北方的除夕较为不同的是对于小年的理解，南方人通常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而北方则是将腊月二十三日成为"



小年"，在这一天需要"祭灶"，北方人会煮好麻薯，供奉给灶
王爷，因为在这一天灶王爷会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的事情，
为了让灶王爷不要胡说，能够说些好听的话，人们就用又甜
又黏糊的麻薯糊住了灶王爷的嘴。

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如"上元节"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元宵节，"乞巧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节等，都有
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同学们不妨凭着兴趣去探寻一下吧。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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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端午节，现在的已经作为我国法定假期了，这充分证明我们
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重视度增强了许多。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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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



问。

当我们还沉浸在西洋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
说“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
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
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
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
了特有的魅力。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文
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
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
日本或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
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
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
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
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
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
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
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
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清明节是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所以
日期不固定，是因为清明既是节日又是节气。二十四节气
为24个特定的时刻，而非特定的24天。一个回归年实际长度
为365.2422天，历法上的一年长度则为365天，因此每年会多
出0.2422天，累积4年后为0.9688天，几近一天，故公历历法
中有“闰年”制度，每四年会多出2月29日一天。顺延的结果，
使得某节气的时刻也提前到前一日，因此会使节气的日期改
变，但日期差异只会在3天内。故清明在每年4月4——6日之
间。清明，华夏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百花盛开的.时节，
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的习俗。

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物候
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
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之一，去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按照旧的习
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
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
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
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
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很遗憾，在圣诞节，当我们祈祷平安或者狂欢时，我们的青
少年却离传统的节日渐行渐远。所以，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
当从每一个节日开始：元宵节、植树节、清明节、端午节、
教师节、中秋节等等，找到适合孩子的过节方式，多讲讲节
日的由来和习俗，相信他们还是会很喜欢传统节日的，当然，
这需要家长和老师的共同努力。

从清明节，想到上面这些，并不是想全盘否定或禁止西方的
节日，只是不喜欢因西方文化节日的侵入，让我们的年轻一
代忘掉了“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这绝不是守旧。提倡
传爱护统节日，是对我们民族历史的一种继承和保护，现代
中学生尤其要首当其冲，继承和发扬，只有尊重和保护传统
节日，才能更多的了解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才能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才能更加爱国，才能成才，
才能为国家多做贡献。

保护传统节日的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我感兴趣的传统节日中最喜欢的是春节，因为它是中国民间
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在夏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
称“过年”，“新年”。每年过年，街上挂满了红红的灯笼，
彩旗飘飘。商场是人山人海，购买年货，可热闹了。奶奶准
备了丰盛的食物，外面有许多“砰、砰、砰”的鞭炮声。每
个小朋友都穿上了漂亮的新衣服，大人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爸爸给我买了许多礼花和鞭炮，到了晚上，我就拿出礼花下
楼和小朋友一起放，我们玩得非常高兴，到了晚会开始，我
才恋恋不舍地回家，与家人一起一边吃水果一边观看晚会，
精彩的表演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心想：要是天天都过年该
多好啊!我还喜欢过“重阳节”，农历9月9日，是中国的一个



古老的传统佳节——重阳节。

重阳节，又有“老人节”，重阳这一天，人们赏菊花，佩带
茱萸，携酒登山，畅游欢愉。这一天放学，我和爸爸妈妈准
备了一份礼物去看望爷爷奶奶，我心中非常开心，因为我明
白尊老爱幼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元宵节”也让我难忘。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元宵节，这一天我们也放了许多烟花，还吃了元宵，猜
了灯谜，还到公园里观了灯。一家团团圆圆，那时的我心中
充满无比的幸福和欢乐。

中国的.传统节日真是丰富多彩，它是中国的文化。我了解的
传统节日还有：端午节、清明、七夕节、中秋节等。这些传
统节日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幸福，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些
节日，并永远继承下去。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是光辉灿烂的古
代文化，作为我们新一代要加强学习，大力弘扬中国的这些
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