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模板6篇)
总结是对某种工作实施结果的总鉴定和总结论，是对以往工
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总结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
才能写好一篇总结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工作总结书范
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一

大家好!

中国，一个泱泱的礼貌古国，五千年的沧桑绵长的历史淘尽
了不尽的文化遗产。从流传至今的儒家文化到雄伟壮观的历
史遗址，无一不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
民族3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哺育着一代代华夏儿女
茁壮成长。所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方能屹立世界民族之
林。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诗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随着外来文化的
不断冲击，作为华夏儿女的份子，我们都应义不容辞地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可是，现实往往却是相反的。正当外国开
展“汉语热”的活动如火如荼的同时，我国的国民部对国语
学习不屑一顾，甚至有的年轻人还盲目地搞起“哈韩
族”。“哈日族”等。这实在是令人揪心。所以，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是刻不容缓，任重道远的。我们能够通以网络传播
和学校等方式向社会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引领人么走回
正确的礼貌思潮，让爱国主义精神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中回
荡。这样，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传承，民族才得以强盛，华
夏礼貌才得以延续。

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才能更好地建设精神礼貌家园。从古至今，
从流传万世的儒家思想，到风骚一时的唐诗宋词等，无一部
深深地影响着华夏儿女；还有令人惊叹的北京故宫，西安兵



马俑等“世界奇观都不一样程度地向世界展示自我的风采，
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去维护，传承和发
扬。以至能够更好地建设与当代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有的
精神礼貌家园。没有了文化家园的记忆，我们将成为精神的
流浪儿，难道我们还要重演“端午节被抢”的杯具？所以，
这就需要我国传统文化不断深入发展。是中华礼貌不断扩大！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重视文化遗产的管理，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推进，一些文化遗产受到破坏，如“爱莲堂”“饭冰
室”等一个个文化名人故居遭到被拆迁的厄运；沉淀几百年的
“晋翼会馆”等历史建筑被用来作用挣钱之具；故宫的“三
重门”困扰……为何我国的文化遗产管理如此疏忽呢？放观
礼貌古国埃及，专门筹建国家控股公司对之进行保护等。所
以，我国应建立和健全文化遗产管理机制，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才得以保障。仅有政府对文化遗产进行合理地管理，使
其保护制度化和规范化，我们才能更好地传承华夏的优秀传
统文化！

在外来文化不断冲击的今日，我们华夏二儿女应当理性地应
对世界多样的礼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能让优秀传统
文化坚持旺盛持久的活力。行动起来吧，传承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让华夏礼貌薪火相传，延续千秋万世。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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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



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
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
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
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
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
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
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
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
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
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
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
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
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
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
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
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
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
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
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
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
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
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
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



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
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
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
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
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
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
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
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
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
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
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
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
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
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
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
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
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
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
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
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
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
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
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
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
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



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
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
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
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
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
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
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
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
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
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
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
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
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
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
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
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
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
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
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
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
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
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
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
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
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
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



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
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
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
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
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
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
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中国文化自有令人自豪的不间断的传统，原因很多，其中一
个原因和汉字有关系。汉字我们使用了两三千年，从秦朝的
统一文字到现在，一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电脑盛行原以为
会使我们的汉字遇到危机困难，实际结果却并非如此，现在
汉字进入电脑极为方便，说明我们的汉字在现代背景下仍然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我们文明不间断的有功之臣。相
反，20世纪初前半期，许多志士仁人以为汉字将成为现代化的
“累赘”的想法，未免是杞人忧天。不过从清朝中叶以后，
中国的发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
如何不可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
中国落后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
后来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
使中国处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
荣？胸怀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
系，是重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
交流，但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
年英使马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
三世国王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
并在双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
万英镑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
玉如意，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
清朝统治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
够主动打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
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
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
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
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
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
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
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
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三

是的，鲁迅已不在了。如果他健在的话，至少，至少多一个
和我一样具有呐喊精神的中国文化的崇拜者与维护者。然而
他确定已经不在了，他的躯体安卧九泉，已是无可辨驳的事
实。

缺少了他，缺少了呐喊者的领导人物，一切，一切都变得那
么沉寂。纵使从深幽的山谷中传出几声沉闷的呐喊，也不会
有任何心灵的回应。更令人惊恐的是，连回音也没有，留下
的孤独无助者是全部效果。

我没有他深厚的文化底蕴，没有他锋利的言辞，更没有他一
呼云聚的威望，但我与他一样流淌着炎黄的血，拥有一颗振
兴中国的心，我是一个怎样的幸福者与哀痛者。

现在，那个曾自以为是呐喊者清清楚楚的明白了，呐喊终归
是呐喊。这正如他大声喊着要吃饭而最终饥饿的原因。贪婪
惰性慢慢地消磨了斗志，腐化了身躯。我不要变成一个空壳，
我有自己的思想与灵魂，我可以不做一个呐喊者，我必须驱
散心灵上的污点，做个行动者。

中国文化的流失到底是谁的错？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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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五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的决
定性因素。文化必将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
一个民族的命运。

许多有识之士不断地呼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以文
化复兴作为灵魂。警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断地在流
失! 遗憾的是，传统文化的流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年的光辉灿烂文化，是具体体现在
城市乡村的精神内容功能上，每个城市乡村有其个性，一方
水土养育一方的独特文化，是一方人的审美、智慧、才华、
性格独特的创造，不可替代。民族文化是一个精神环境，是
乡土情感和爱国情感的载体，是一方历史经历的活生生的物
证。

冯骥才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提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要用
拯救来说，拯救历史文化名城已经刻不容缓，国家在进行大
规模旧城改过程中，城市的历史特征、文化风貌在全国正迅
速消失，已经到了存亡的关头。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传统正是现代文明的
前提与根基。“四书五经”等中华传统名篇宝典作为其主要
载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大力提倡“文
化全球共享”的背景下，我们更应重视本民族传统文化当中的
“稀有物种”。所以作为传统经典的“书”与“经”不可丢，
必须加以传承与光大!传统文化需要保护，更需要在继承中鼓
励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需要。在文
化传承过程中，书籍担当着重要角色。读书的趣味、喜好，
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甚或是一代人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少年
儿童、青年朋友作为未来的主人翁，读什么样的书倍受关注。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读的书不同，所养之气也不同。要
“养吾浩然之气”，所读之书必须得有“浩然之气”。

大多数的中国人，一般都只是从课本上读到“中华民族有着
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字样，但又有多少人真正和传统文化
做“亲密的接触”呢?不读《楚辞》，不知其“铺陈抒情、浪
漫想象”;不读《论语》、《孟子》，不知其“雍容和顺、灵
活善譬”;不读《庄子》，不知其“想象丰富、奇气袭人”;
不读《韩非子》，不知其“锋利峭刻、研箴析理”……
读“经”，然后方知传统文化之博大精深。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艺术，有自己的风
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
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
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应当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弘扬
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人都来为这件事贡献一份力量。

弘扬传统文化班会总结篇六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有许多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
一名中国娃，我们也应该了解祖国的历史，了解祖国的传统
文化。于是，我们开展了一次小队活动，来研究中华传统文



化。

我们以扇文化为本次四叶草小队的研究主题，接着队长开始
分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任务，最后我们把所有的资料集中
起来，做成ppt，准备汇报。

现在就让我开给大家一一讲解吧！扇子，最早的名称叫“翣，
”在我国三千年前就已经有蒲扇和竹扇了，但人们一开始并
不是用扇来乘凉，而是在王和后的身后立着，以示威风。到
了汉代，湖南的竹扇和山东的娟扇才用来乘凉。相传那时，
长安有个特别厉害的工匠——丁绥，曾制出一种很大的七星
扇，可以让许多人感到凉爽。

扇子不但有悠久的历史，还有许多各种各样的用途呢！扇可
用于消暑，古代女性用来障面等。但大家知道吗？扇子也是
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只是中国皇族，连欧洲的贵夫人也很重
视扇文化呢！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扇子，我们四叶草小队来到了中国扇博
物馆参观。在这里我们了解了五大名扇的分类、扇子的种类
和样式、扇子的文化寓意……知道了羽扇和龟扇的材料、扇
的故事。我们还动手自己做了各种各样的扇子，真是形态各
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