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 端午节文化演
讲稿(实用5篇)

演讲稿是进行演讲的依据，是对演讲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和提
示，它体现着演讲的目的和手段。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得一篇好的演讲稿吗？下面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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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为拥有这样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让我们的心
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
光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文明、高雅、有气度、有风范!

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篇二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生们：

我今天带来的演讲是《幽幽端午情》。

各位同学，五月初五的端午节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它起
源于战国时期，历经多个朝代，有着多年的历史。今天，就
让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节日吧。

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春秋战国时期动人的故事。根据《史
记》记载，屈原是楚怀王的大臣，他提倡举贤荐能和富国强



兵，主张联合齐国抵抗秦国。结果，他因贵族的强烈反对而
被免职，被赶出成都，被流放到沅湘流域。

流亡期间，他写了《离骚》、《天问》、《九歌《等著名诗
歌，为国家和人民忧心忡忡。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入侵了
楚国。他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侵略，他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痛苦
不堪。

五月五日，屈原写完《怀沙》之后，抱着石块投入了汩罗江。
屈原死后，楚国人民非常悲痛，于是他们在江上划龙舟，驱
散河里的鱼，用芦叶包住馅料然后投入江里，以免鱼吃掉屈
原的遗体。后来，为了纪念屈原，五月初五被定为端午节。

在端午节，我们怎么能忘记吃粽子呢?粽子，又叫“角
黍”、“筒粽”。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诸多的花样。

每年五月，中国每个家庭都要泡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
子有各种各样的馅，而枣在北方是常用的。南方有豆沙、水
果、鲜肉、蛋黄等馅，其中以浙江省嘉兴市粽为代表。吃粽
子的习俗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千百年，并传播到朝鲜、日本和
东南亚国家。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
龙舟下水喜洋洋”这句俗话展示了端午节热闹、快乐的景象。
今天的端午节不仅是纪念屈原，更是展现了人们和谐、幸福
的生活。

最后，我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端午节之屈原。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
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
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
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
《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

公无前220xx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
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
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
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
三年后客死于秦国。

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
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
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
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
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
舟）人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
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还有郎中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
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

过不了多久，水面上浮起了一条昏晕的蛟龙，龙须上还沾著
一片屈大夫的衣襟，人们就把这恶龙拉上岸，抽了筋，然后
把龙筋缠在孩子们的手、脖子上，又用雄黄酒抹七窍，有的
还在小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那些毒蛇害虫都不
敢来伤害他们。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
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
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阳、端



午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但
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

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篇四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大家都很熟悉。你应该稍微了解一下端午节的习俗和
起源。不过一个地方端午节的习俗很多，今天给大家详细介
绍一下。

端午节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为端阳节、午日节、五一
节、初五节、艾节、端午节、重午日、午日、夏日。原本是
消灾消灾的夏季节日。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的传统节日。这
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成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
艾草、艾叶、熏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据说吃粽子和赛龙
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端午节被命名为“诗人
节”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熏苍术白芷，喝雄黄酒，
据说是辟邪。“中国端午节”是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被列
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诗词歌赋等大量文学作品从古
代流传下来。

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
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端午节的文化演讲稿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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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国
文化，传承中华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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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体现了这一民族爱国精
神，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

以上种种爱国和气节的实例，渗透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然而在中华历史上面对物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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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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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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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古国中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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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大大领先于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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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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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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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立
雪”“三顾茅庐”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在历史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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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