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诵读心得演讲稿(优质6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那么演讲稿怎么写才恰当呢？
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取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国学经典”。

我从来不知道，在我牙牙学语时，母亲教会的第一首古诗就
是汉语言的精华；我也不知道，独自玩耍时，母亲播放的碟
片就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我更不知道易学好记的百家姓原来
也出自于中华的传统文化。后来，在老师那里，我知道了诗
词歌赋的对仗工整，词采艳丽；知道了古风古韵的情思格律、
平仄平收；知道了论语的和谐自然、淡泊、清静。我终于明
白，母亲，为什么在我懵懂的世界里便播下文明的种子；老
师，为什么在我学习的路上让我们又诵读又实践。

这些言简意丰，言少意深的文字深深地影响着我：

小时候，当其他小朋友丢失橡皮时，我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
橡皮递过去；当有的小伙伴摔倒时，我会鼓励他坚强的爬起
来；当我的绘画作品得奖时，我会说出来和好友分享。因为
我知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

因为从小喜欢诵读经典，我和其他同龄的孩子便有了几分不
同，老师们都夸奖我是最懂礼貌、最善良的好孩子。当同学
们在下课尽情嬉戏的时候，我会捧着一本散发油墨香的书静



静的读着；当他们因为一件小事而争得面红耳赤时，我会笑
着去劝慰他们；当他们因为我游戏做得不好而埋怨斥责我时，
我会一笑置之；当他们有了困难而需要帮助时，我会挺身而
出，毫不犹豫。

一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便让我对大自然
充满向往，读白乐天诗，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
愿天寒”便让我对百姓的遭遇充满同情，文天祥一句“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让我感觉天地间浩气长存。

与经典为友，伴幸福同行，经典是我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朋
友。让我们一起背诵经典诗文，接受经典的熏陶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若云霞，辉耀千秋。国学经典，这
一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如云飘逸，如柳柔细，如
水清澈、如友相伴。我相信，他一定会随着优雅的韵律缓步
铺展， 将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历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二

充满爱心的给予，是世上最厚重最真挚的馈赠;出于郑重的爱
而付诸的行动，是人生最美好、最温暖的事情。我坚信，用
爱来回报爱，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温馨的风景。

读完了《傅雷家书》我的第一感触，那就是——爱。

这本洋溢着亲情，尤其是父子情深的家书，没有跌岩起伏的
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悬念，但是，文中流露出父子间的真
挚情感，都让我感动不已。

这是怎样一个伟大的父亲啊!作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艺评
论家的傅雷，一生翻译了那么多世界名著，真令人佩服至极。
他写给儿子的信，字字句句都是爱的叮咛、情的延续。”爸
爸的心老跟你在一起，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



恼!“、”孩子，我精神上永远和你在一起!“、”世界上最
高的最纯洁的欢乐，莫过于欣赏自己的孩子的手和心传达出
来的艺术!“，这些父爱心语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也充分享
受到爱的雨露滋润，终于成长为一名德才兼备的著名的钢琴
家。

《傅雷家书》让我感动，更让我思索着“爱”，想起曾经被
忽略的平凡而又温暖的点点滴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古往今来，无数的故事被镌
刻进一页页发黄的历史，无数的书籍感动着一代代优秀的中
华儿女，无数的经典正被我们诵读、继承和诠释……诵读经
典，领悟爱的馈赠。同学们，我们在爱的雨露中成长，更要
把爱洒向身边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从经典中
感悟爱，珍惜爱，回馈爱，报答所有关心帮助爱护我们的人，
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真情，让我们的世界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三

春去秋来，千载的长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亘古不变的流水
冲走了沉睡千年的记忆。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牢
牢的融入到这片土地里，融入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血液里。

阅尽翰林书三千，千古佳句岂等闲。空留悲歌沧桑尽，春风
经年忆流年。

在今天的工作和学习中，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彭端淑的
《为学》“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
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
不学，则易者亦难矣”，道理非常的浅显明了。面对工作上
的困难我们是坚持做还是放弃，面对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应
当是积极主动的对待还是消极的逃避。在传统文化不被重视
的今天，我们工作和学习中，应当用积极的心态去感受它的
魅力所在。听听韩愈《师说》中的那句“是故无贵无贱，无



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看看今天的我们，在面
对学习的过程中，又还保留了几份谦虚？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要懂得虚心学习。而现实的
生活中，我们又有几人能够做到？面对嘈杂的世界，我们将
自己的脸面过分的看重，不断地忽视自身整体能力和素养的
提高，这对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严重的阻碍。我
们应当静下心来反复思之。

你听，一个声音还在回荡“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
山”。那声音千百年来号召着无数的英雄豪杰战死沙场不惧
马革裹尸；你看那泪罗江畔的诗人正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诗句，这诗句千百年来激励着有志之士
不断的进取。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四

国学经典是中国的瑰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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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精忠报国的岳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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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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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的壮怀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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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或铿锵或柔美的词章，溅落在历史的长河里，激起遥远的
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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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五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牧的
一句诗，讲得是扫墓人对逝去的亲人的牵挂。中国人是有情
有义的，是不忘根本的。在春天百花盛开、万象更新日子里，
我们怀念先祖，祭奠英烈，重温传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
们知道我们的身上有历史责任、民族寄托，我们要倍加珍惜
现在，同心合力，奋发拼搏，创造一个让先祖自豪、先烈告
慰的世界。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这就是清明两字的来源，同学们，清明的含义是一位忠贞的
老臣的寄托，清明的含义是志向高洁，清心明智。晋文公含
着泪将血书藏入袖中，为了纪念介子推，他又下令把这座山
命名为介山，并在山上建立祠堂，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
寒食节，告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寒食节
即古代清明节。他还用这段烧焦的柳木，做了双木屐，每天
穿着，常常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这个词，现在是用
来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称，来源就在这里。

同学们，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字、中国语言、中
国艺术、中国医学、四大发明，等等，都是中国先祖留给我



们的财富，最大的财富还是清明节、端午节等等节日里，先
祖先烈的事迹里包含的精神财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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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敬老尊贤的伦理精神、天人
合一的和合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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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勇挑责任、自强不息、
无私奉献、与时俱进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力直前。现在我
们正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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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民族英魂，无疑意义深远。

同学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从追远中获
取清明的力量，为国家好好努力。

谢谢!

诵读心得演讲稿篇六

我们从现在开始，开始一次诗文的诵读和感悟，开始一次情
感的回溯和体验，去感受民族文化的激励和自豪，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关于倡议经典诵读演讲稿，欢迎借鉴参考。

取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国学经典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取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国学
经典”。 我从来不知道，在我牙牙学语时，妈妈教会的第一
首古诗就是汉语言的精华;我也不知道，独自玩耍时，妈妈播
放的碟片就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我更不知道易学好记的百家
姓原来也出自于中华的传统文化。后来，在老师那里，我知
道了诗词歌赋的对仗工整，词采艳丽;知道了古风古韵的情思
格律、平仄平收;知道了论语的和-谐自然、淡泊、清静。我
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在我懵懂的世界里便播下文明的种



子;老师，为什么在我学习的路上让我们又诵读又实践。

这些言简意丰，言少意深的文字深深地影响着我：

小时候，当其他小朋友丢失橡皮时，我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
橡皮递过去;当有的小伙伴摔倒时，我会鼓励他坚强的爬起
来;当我的绘画作品得奖时，我会说出来和好友分享。因为我
知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的道理。

大诗人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群高尚的人对话。”是
的，读国学经典，更能赋予我们精神的力量，获得极为丰富
的营养，我们在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和准则，“胸有诗书气
自华”，以《唐宋诗词三百首》为例，读李太白诗，一
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便让我对大自然充
满向往，读白乐天诗，一句“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碳贱愿
天寒”便让我对百姓的遭遇充满同情，文天祥一句“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让我感觉天地间浩气长存。

书读的多了，就想把自己读书的感悟记录下来，于是，我养
成了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在笔记中，我摘抄了精彩的段落，
记录了脑海中霎时迸发的灵感，同学们经常问我：“杨明-慧，
你怎么那么会写作文呢?可有什么秘诀?”其实啊，我哪有什
么秘诀，还不是书读的多嘛!或许，这就是古人说的：“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吧。

与经典为友，伴幸福同行，经典是我成长的道路上最好的朋
友。让我们一起背诵经典诗文，接受经典的熏陶吧!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灿若云霞，辉耀千秋。国学经典，这
一用之不劲取之不竭的智慧之源如云飘逸，如柳柔细，如水
清澈、如友相伴。我相信，他一定会随着优雅的韵律缓步铺
展， 将其智慧的光芒穿透历史、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曹雨茜，是北社中心校五年级的学生。今天我演讲的题
目是《诵读国学经典传承中华文粹》。

今天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和大家
认识，因为上级领导和老师们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全民读书、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提供了多读书、读好书，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拓宽中小学生的阅读视野，提高中小学
生的阅读能力的大好机会—国学经典读书活动。

中华诵国学经典诵读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样的读书活动让我们有
幸走进国学经典，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经典——《三字
经》、《弟-子规》、《大学》、《中庸》、《论语》、《增
广贤文》等有机会更深入地融入我们的生命，从而让更多的
人能更好地提升生命品质，特别是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少时读
千年经典，长大做国家栋梁!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经典更是灿如星河，这些优秀的文
化经典，凝聚了前贤的大智大慧，睿语哲思，浓缩了华夏五
千年的精粹，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可以说是一
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经典是深入人心，影响深远，
永不贬值，千年不朽，世代流传的原创性典籍，是中华民族
文化精品、文化精华。此刻，我们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
时空的隧道，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了解历史与文化走
向，感受人性的关怀与生命的尊严，传承文明，接续未来，
以便我们走向更加丰盈有涯的人生。因此我们要读书就一定
要读最好的书，最好的书是什么呢?就是经典!

比如说，先秦诸子中，我们可以从孔子那里读到一颗爱心，
构建和-谐;在孟子那里读到一股正气，平治天下;在墨子那里
读到一腔热血，救助苦难;在韩非那里读到一双冷眼，直面人
生;在老子那里读到生活辩证法;在庄子那里读到艺术人生观;



在荀子那里读到科学进取心——在孔、孟、墨、韩那里，我
们能读到人生态度，在老子、庄子、荀子那里能读到人生智
慧。

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就是因为能从经典中，读人，
读人生，读智慧，读社会。多读经典会涵养你的气质，谈吐
举止高雅文明，多读经典可以打造你的精神底色，丰富你的
人生内涵。国家兴亡，你我有责，振兴中华，任重道远。期
望我们通过诵读经典帮助自己明确人生的志向。人生不可没
有志向，犹如天地不可没有阳光。期望我们立大志，做大事，
成大业!从而更好地报效祖国，创造更加幸福的人生。

同学们，让我们从国学经典中吸取营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为将来建设国家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矗习劳知感恩，实践出真
知，期望大家勤学苦练，为成为一个“知行合一、内圣外
王”的社会精英、国家栋梁而持续努力、发奋读书!悠悠中华，
浩浩文化，灿烂文明，光照华夏千秋千古华章，字字珠玑，
篇篇锦绣，滋养北小学子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老师、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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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

一. 爱国、气节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
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只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孟子提出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是集
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古往今来 ，多少仁人志士为维护
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爱国和气节方面为后人作出了



榜样。 诸如卓有见识的林则徐，血染吴淞口的陈化成，维新
被杀的谭嗣同，推翻帝制的孙中山，横眉冷对的鲁迅，抗日
献身的张自忠，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共产党人都体现了这一
民族爱国精神，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以上种种爱国、气节的实例，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然而在中华历面对物质世界的诱
惑及权势的威迫，小则卖友求荣，大则卖国求贵也大有人在。
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

二. 奋发、立志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
发向上的精神，而立志又决定了一个人，一个 民族，一个国
家在前进道路上的努力方向。

“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说明一个人的成长与其少年时代有
密切联系，历少年大志者不乏其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前去
广州革命根据地，途经长沙写下的《沁园春.长沙》 ，其
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表现出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
豪情壮志，并为之奋斗终身。十九岁的周恩来所作“大江歌
罢掉头东”也体现了他改造旧中国的远大志向。可谓少年壮
志凌云。

当个人、民族、国家处于逆境时更应奋发立志。司马迁曾总
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
是发愤立志的例 子。“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显现了从逆境中
走出来的可贵精神。迭经优患的中华民族始终坚强地屹立于
世界之 林，“卧薪尝胆”的志向，多难兴邦的信念，坚韧不
拔的精神起了多大的激励作用啊!



有志者事竟成。但这志唯有以天下百姓，以国家民族为出发
点、为归属，才符合传统的民族精神，才能宏大高尚。奋发
立志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在人生途中不断地砥砺操行，完成大志。这就要
求我们胸怀鸿鹄之志，奋发图强。

三. 改革、创新

中华民族虽遭受过外族的入侵和列强的蹂躏，但她却是四大
文明古国中能保持自己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民族。原因
很多，其中与中华民族跟随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传统
美德是分不开的。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面对北宋中期以
来积贫积弱的现状，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是何等的针锋
相对。王安石这种反对守旧，勇于进取的思想及大胆变法、
勇往直前的精神，使他大大于时代，为后人推崇和尊敬。

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
化，勇于创新的一个民族。近代的林则徐从中国反侵略战争
和国际交往的需要出发，组织翻译整理成《四洲志》，成为
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书籍。策划海防时也先
着手调查西方情况，这对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
封闭愚昧状态，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迈出了
坚实一步。直至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民
主”和“科学”;李大钊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
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之路，都体现了中华民族改革、
创新的优良传统。

历史告诉我们，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既离不开生养、哺
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也离不开及时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先
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锐意进取，敢于和善于改革创新。



四. 勤学、好问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是分不开的。
锥刺股是先秦纵横家苏秦好学的故事。苏秦为吸取广博知识，
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当困乏时，以锥子刺腿，用来振奋精神，
坚持学习。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
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都说明勤学的道
理。

读书光好学还不够，还需善疑好问。孔子从小入太庙“每事
问”。他主张“疑思问”，“不耻下问”。荀子把“不知则
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王充更是“智能之上，不学
不行，不问不知”。他们都把学和问联在一起。不学不问怎
能成为学问家，学贵在问，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超越。

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就
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大胆质疑，逐步形成勤学好问的
良好品德。

五. 勤俭、廉正

勤俭、廉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勤政、
勤俭带来了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前朝秦隋的穷奢极
欲导致覆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人云：“节俭朴素，人之
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表明中华民族对勤俭与奢侈鲜
明的善恶态度。

不为金钱或物质所惑，不为权势所动，终身保持廉洁、清正
的节操，这就是廉正。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要留清白
在人间”。他为人间留下了两种清白，其一是为民族为国家
不计个人安危的“清白”之心;其二是平时严于操守，廉正不
苟的“清白”之风。由于北京保卫战有功，他受到赏赐还加
官进爵，但都被他坚决推辞，后遭谗陷抄家时却是家徒四壁。



于谦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赢得世人崇敬，于今天也
深有启迪。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廉正美
德得到升华。

作为优良的道德传统，勤俭和廉正在今天更要发扬光大。这
就要求我们从一点一滴中学会勤俭，培养廉正的美德。

六. 敬长、知礼

敬长即尊敬长辈。敬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大钊曾
说过：“……我不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 ，可是我疼爱自己的
老人，因为他抚养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
疼爱自己的老人这是人之常情 ”。而今天敬长传统美德更应
提倡和发扬，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风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人民从来
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 倒履相迫”“程
门立雪”“三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广
为传诵，深刻反映了这一点。知礼，讲礼，对人彬彬有礼，
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则。知礼讲
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人也正是一
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
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
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
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去了，
精神文明却衰退 ，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与一
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
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在。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
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
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 ，勤俭、廉正，敬长、
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当然，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远不是以上六个方面可以概括
的。

不是吗?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铸造了
我们的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源泉。它积淀了
悠久的道德文化遗产，它蕴涵着丰富的人类道德精华，它体
现了人类对理想人格和真善美的追求，它昭示着中华民族世
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同学们，当你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当
你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当你学会向父母表达
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当你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当
你学会"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时候;当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
误的时候;当你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你所做的一
切，不都是在承继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