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屈原列传中的屈原 纪念屈原端午节
演讲稿(优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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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一

演讲稿的内容要根据具体情境、具体场合来确定，要求情感
真实，尊重观众。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演讲稿在我们
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来参考自己需要的演讲稿吧！
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纪念屈原端午节演讲稿，欢迎阅读，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
俗方储药，赢躯亦点舟。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这首
诗描写了南宋诗人陆游在端午节这天的生活习惯。作者吃粽
子，插艾枝，储药、配药方、祈祷这一年能平安无事。从中
也反映出了江南端午节的风俗。

作为中国古老文化节日之一，端午节文化不管在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过去，我对端午节的
知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寒假里，我读了《我们的
节日》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端午节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这本书当中得知，端午节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节日中，名称



最多的：端午节、端阳、重五节、夏节、天中节、五月节、
诗人节等。端午节的来源也有很多种，有纪念屈原说、龙说、
纪念伍员说等20多种。

其中，最流行的是纪念屈原说。据说，公元前278年，秦军攻
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含恨抱石头投汨
罗江而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每年这一天纷纷
涌到江边去凭吊屈原，所以在每年五月初五就有了赛龙舟、
吃粽子、喝雄黄酒、悬艾草的风俗。其中赛龙舟最有特色，
那争先恐后的激烈场面就像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一样，几千
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

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端午节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中
华民族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天她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们德清，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的门上，都会挂上菖蒲、
艾草，据说可以辟邪消灾。各家各户自然也少不了包粽子，
那透着浓浓竹叶清香的粽子，是我们孩子们的最爱，枣子棕、
火腿棕、赤豆棕……一个个引人垂涎三尺呢!有的地方，人们
还会佩带着香袋，姑娘们以这五彩缤纷的香袋做饰物，既香
味袅袅，又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动人，走在大街上自然引来了
不少小伙们留连的目光。

偶然间，我从网上看到很多年前，韩国打算向联合国申报端
午节为他们国家的遗产，我非常惊奇，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国
人的羞辱，端午节是中国人的，怎么可以让给别的国家去申
报呢!这可能跟有些人喜欢过洋人的节日有关吧!我想，我们
应该行动起来，为保护宏扬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尽自
己的一份力吧!

看了《我们的节日》，那一个个传统、有趣的节日，正款款
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节日》一书，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
门，让我们通过另一个角度，去审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让我们更有理由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谢谢大家!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二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
等;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投汨罗江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
统节日，更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
术、白芷，喝雄黄酒的习俗。

粽子的种类非常多呢，如果按照地域分的话，大致有南，北
之分。另外，就是包粽子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南，北之分。

粽子的南北之分：南方因为盛产竹子，就地取材以竹叶来缚
粽。一般人都喜欢采用新鲜竹叶，因为干竹叶绑出来的粽子，
熟了以后没有竹叶的清香。

而北方人呢，就习惯用苇叶来绑粽子。苇叶叶片细长而窄，
所以要用两三片重叠起来使用。

就口味而言，北方的粽子以甜味为主，南方的粽子甜少咸多。

因为是放假，所以妈妈在家也忙着包粽子。准备了很多材料，
最主要的是粽叶、糯米，还有不同种类的“馅”，有蜜枣、
豆沙、红豆、鲜肉、花生米。

谢谢大家!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三

大家早上好!

20__年的__月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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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雄黄酒等形式来来纪念



一颗不朽的灵魂--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
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
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沅、湘流域。在流放中，他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
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
远。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
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
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
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屈原死后，楚国百姓非常哀痛，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
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身体。有的渔夫
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希望鱼龙虾蟹吃饱了，不
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有的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希
望晕倒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怕饭团为蛟龙所食，
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为棕子。

郭沫若评价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浪漫主义诗歌
之先河，创立了“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的楚辞文
体;发明了“惟草木之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的香草美人传统。
他奔流肆意的想象，源源不绝的才情，似河流汇聚成海一般，
浩瀚无垠。我国文史上最长的抒情诗--《离骚》，就是他集
毕生心血所成的作品。

屈原离世已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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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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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伟大，不仅是他刻骨铭心的诗句，更是他矢志不移的
爱国精神，不与奸佞小人同流合污的高风亮节。五千年中华
文明史少不了屈原，灿烂的中国文学史少不了屈原。

屈原的精神是不朽的。不管时光如何变迁，他永远上生活在
岁月的长河里，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谢谢!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四

大家早上好!有首儿歌说得好：“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
戴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这首儿歌讲
的就是我国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今天我在国旗
下演讲的主题是《端午节的由来》。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到了，端午节是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又称端阳节，是夏季的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日。端午节是我国
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关于端午节起源，相关的传说可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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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
有才干，在楚国担任了重要职务。因为他主张坚决对抗秦国
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还被楚王赶出了朝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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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离骚》。后来，秦国军队攻占了楚国都城。楚国失
地千里，尸横遍野。屈原心如刀割，他不愿意看到国破家亡
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怀抱石块，跳进了汩罗
江。当年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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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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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赛龙
舟的习俗。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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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
记20xx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和珍爱之情来看待中华这一传统佳节吧!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谢谢大家!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端午节——让我们一起缅怀屈
原》。

暮色苍远，心绪蜿蜒，有谁在演讲时刻注视着你?

麦子金黄，演讲艾草幽香，有谁在时刻聆听演讲着你的呼吸?

冷艳的孤寂、凄切清冷的时光，在炙烤演讲着你滴血的心。

迷失的渔火，重演讲新点燃你对未来的期盼。

端午是竹叶的色彩，端午是艾草的青涩，端午是屈原的祭日，



端午是人们永远的牵挂!

端午，白日，枕着艾草做梦

我的胃里，一个蜜枣的棕子，正试图和古代息息相通

三千年前的棕子不是太甜，是太苦，需要用汩罗江的水来解
苦

但滔滔江水太远，救不了近渴

就是今天，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是屈原的孩子

我的笔应该和屈原的血脉相连

但是我怎么也写不出

一只棕子如何香飘十里

粽子淡淡的清香，在艾草的苦味中飘浮。

笛声悠远，麦子饱满，汩罗江边，先生那愁苦悲愤的面容，
记忆犹新。

兴楚无望，为保高洁，你愤然跳入汩罗江。

你那悲壮的一跃

让泪流满面的诗句，飘散成绵延千年的梅雨，淋湿了后人的
思念

至今还依然震撼着世人的心灵。



屈原列传中的屈原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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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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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