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通
用6篇)

演讲作为人类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演讲者、听众、沟通二者的媒介以及时间、环境。好的演讲
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稿那么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
看一看吧。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为促进学生提高礼仪意识，自觉践行文明礼仪，弘扬传统文
化，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我中队在本学期开展了
“文明伴我行，礼仪伴我长”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具体是：开展“我身边的礼仪”故事比赛，“校园竞开文明
花”演讲比赛，“画身边的文明礼仪”等活动。利用国旗下
讲话、周会、中队会等时间，对学生深入开展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大力推进文明礼仪。

通过活动，我想谈几点体会：

1、教师一定要以身作则，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者，承担
着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光荣职责。教师的仪容、表情、举
止、服饰、谈吐、待人接物等都成为学生和社会的楷模。因
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因为那会影
响到学生，作为班主任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

2、建立文明监督小队，各小队要认真实施监督任务。

3、在学生中开展“做文明学生，做合格小公民”。比一比，



谁能在校勤学识礼、关心同学、尊师爱校，遇到师长要问好、
行鞠躬礼，同学之间使用文明礼貌用语，做一个好学生;能在
家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约、爱惜东西、自觉做家务
劳动，做一个好孩子;能在社会敬老爱幼、爱护公物、遵守交
通规则、遵纪守法。

4、结合每周的升旗仪式，我们把它作为培养学生文明礼仪的
一次庄重而严肃的教育活动。在升旗仪式过程中，开展看谁
站最笔直、行礼最标准、歌声最嘹亮的比赛，我们应该把爱
国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礼仪养成教育有机的结
合起来。既庄严实在、又有教育效果。

5、把树立典型与带动全面结合起来。我们要弘扬先进，树立
典型。定期开展评比“文明小标兵”、“文明好学
生”、“雏鹰争章评比”活动，每月评比一次。表扬先进，
鼓励后进。

6、把学校与家庭结合起来。学生的礼仪教育需要家长的配合，
应该经常和家长取得联系，和他们多交流，争取他们的支持
和理解，共同教育好学生。鼓励学生争当文明小标兵，养成
讲文明，懂礼貌的好习惯。要最大限度地落实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互相配合，使学校的礼仪教育从学校延伸到家庭。

相信，通过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学生勤学、知礼，讲文
明、懂礼貌的行为习惯会进一步养成，会把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智慧中国——汉字。

中国，上下五千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世界的历史



长河中勇夺桂冠。黄河的涌涌波涛，带走了多少星辰，流走
了多少岁月。仿佛是一坛岁月的浓酒，品一品，总是醇香的、
厚重的。但是，中国的汉字，在这汩汩的长河中，却像是一
颗永恒的恒星，一个不朽的传奇。如一个烙印，印进中国的
史记。令后人，无不赞叹它的神奇。

汉字，就像一个个富有生命的孩子，在稿纸上玩笑嬉戏，愉
悦你的眼睛，愉悦你的心胸。它的一点一画，都是那样惹人
喜爱。我们常常为这一个个方块字而动情，它凝聚了古代人
民的思想与智慧。中国上下五千年，它一直在这个历史舞台
上舞动。因此，我们不妨沿着这条汉字的古道，品一品汉字
在历史上的奇韵。

先从一个美丽的传说说起：传说，汉字是由一个名叫仓颉的
人所创造。一天，仓颉在野外的土地上发现了鸟的足迹。他
们有斜有叉，富有变化，是那么优美。于是，他仿照鸟的足
迹，创造了字的笔画，并根据事物的形状和动态，开始造
字——这，就是造字的开始，也就有了汉字最原始的状
态——甲骨文。

诗人汪竹泊曾在《赞汉字》一诗中所说：左右工整，能简能
详。既便言志，又供观赏。没错，在汉字的演变期间，有血
多有志向的人，苦练书法。写出一手好字。颜真卿、柳公权、
欧阳询……他们的字如诗如、画、如歌、如吟。令人浮想联
翩。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王羲之的《兰亭序》。书中但凡324
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富有生命的形象。感觉或坐、
或卧、或行、或走、或舞、或歌。26个“之”字，各形不一，
令后人无不惊叹——这，就是中国汉字的魅力四射;这，就是
中国汉字的力量。

可以说，汉字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文字。它的音、形、意、
韵独一无二。汉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基石，是中国科技进步
的路基，是所有中国人的财富。它就像一个无限的宝藏，你
挖多深，它的意蕴就有多深。作为21世纪的中国少年，学习，



传承、珍惜中国汉字文化是我们的责任。平时书写规范用心，
错字别字远离我们。发现错误，及时修正。爱汉字，也是爱
国的一种体现。

中国的汉字，是诗情画意的文字;中国的汉字，是丰富多彩的
文字;中国的汉字，是举世无双的文字!对世人，我们可以骄
傲的说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们的文字——汉字!

谢谢大家!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三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曾在浙江绍兴演社戏，大家读到鲁迅先
生的《社戏》就是我爷爷带领的戏班子在农村演的，传统文
化演讲稿。解放后我爷爷带领的“社戏剧团”改成“浙江绍
剧团”。60年代初的彩色戏剧影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
的老猴王就是我父亲演的，我还有一个哥哥“小六龄童”，
在里头演花果山的小猴子，“报，外面来了一个猪八戒”
（但是很不幸，二哥在17岁时得白血病去世了。很多年前有
一部剧《猴娃》就是描述我哥的，因为这件事，所以我现在
出任中国白血病基金会的大使。）这个猪八戒是谁呢？是我
伯父，伯父艺名叫七龄童。所以我的家庭因为猴戏的缘故都
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看过《艺术人生》西游记专辑的观众知道，首播那天正好是
雅典奥运会开幕。当时编导打电话说很担心收视率。没有想
到播出后竟是《艺术人生》创办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期。好
象我们青年观众很多都喜欢美国西部大片，或者一些港台演
员，其实真正属于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是很有吸引力
的！

我是从小就跟父亲学戏，但其实我小时候的性格是不喜欢从
艺的，很内向。在我哥哥去世前，66年4月，当时我才六岁，
他跟我说：我要死了。我问：什么是死？他说：你再也见不



到我了。我问：怎么才能见到你呢？他说：当你演成美猴王
那天就能见到我了！其实哥哥是一种启示，他不可能跟小孩
说很多理想，就用最朴素的话鼓舞我。我也拿他的遗言当成
自己的动力。但我真正进剧团很晚，进了浙江昆剧团。我就
在这个剧团学习成长，拍《西游记》之前一直在这里工作。
昆剧现在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

20xx年，我和父亲、还有《西游记》剧组的演员，专门到西
贡给观众演出，非常受欢迎！包括越南在内的很多东南亚国
家，甚至有人说中国怎么有一个叫六小龄童的人长的跟猴子
一样呢？88年《西游记》在新加坡很轰动的时候，我们剧组
去演出，本来计划演3场，后来演了11场，非常轰动，当时我
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

还有一位80岁的老太太给我写信说：因为很多人家里没有电
视机，所以播《西游记》时，大家都围在一起看！我们越南
人都会唱《敢问路在何方》，播《西游记》时，街上不光小
偷没有了，连警察都没了！

她还写了让我感动的：当时，越南与中国有一些小摩擦，就
像一个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有分歧一样。当时我也有一些偏见，
对中国有些不理解。但当看了《西游记》后，我觉得人与人
之间，应该像师徒四人一样团结一致，为了理想一起坚持到
最后取到真经。这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体现。

《西游记》成就了我和我的家族，甚至是中国的猴戏艺术！
我记得有一个郑州大学的女生给我写信说：吴承恩赋予孙悟
空是一个生命，六小龄童赋予孙悟空是一个血液。我当时非
常感动。其实中国很多人在演孙悟空，不是只有我们章家，
我们属于南派猴戏风格，而北派也有很多人像李万春都演得
非常好。观众喜欢我，是因为我赶上这个时代，赶上这么一
个好的氛围。80年代初，为了把吴承恩的创作以最好的方式
延续下来，我们拍了20xx年，在创造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同时
也把我拍老了。我今年已经47了，观众支持我不是因为我多



帅，而是因为大家支持我们的艺术、支持我们身上体现出的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四

春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
习俗和活动形式，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中国春节文化的详细介绍，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春节的名称，但是已经出现了蕴涵春
节意义的词语。我们可以从先秦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一些“蛛
丝马迹”。

《舜典》的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这天舜在祖庙里接受了尧的
禅让；《孔安国传》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舜到祖庙祭祀祖先。
这是有关春节起源的最早的文字痕迹。从仅有的一些文献我
们无法判断先秦时期，春节的通用名称是什么，但是“上
日”和“元日”似乎被后世继承的要多一些。特别是“元
日”，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沿用。

清代黄生曾考证认为“正月”之“正”的读音并非源于秦始
皇讳“政”，而《释文》也有：“正音征。”因此，正月之
正读平声是很古的事了。

汉代对春节的叫法比先秦时期要多了。《汉书 孔光
传》：“岁之朝曰三朝。”颜师古注曰：“岁之朝，月之朝，
日之朝，故曰三朝。”这是把春节称为“三朝”。也有把春
节称为“三始”的，《汉书 鲍宣传》：“今日蚀于三始，诚
可畏也。”有的叫“岁旦”，《东观汉记 吴良传》：“岁旦，
与掾吏入贺。”也有叫“正旦”的，《东观汉记 戴凭
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在《四民月令》中
有：“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正日”的说法应该比较正
式，因为《四民月令》是东汉时代的农家月令书，相对而言



比较权威。这时，先秦时期的“元日”也有使用。

这一时期，春节的名称又有新的创造。象“元辰”、“元
正”、“元首”、“岁朝”、“履端”，另外还有模仿汉代的
“三朝”、“三始”而创造的“三正”、“三元”。而且现
在比较流行的“元旦”、“新年”的说法也是这一时期的创
造。在《玉烛宝典》卷一中有“肇惟岁首，正月元旦……”
梁萧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出今朝。”而在
北周庾信《春赋》：“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
飞。”但是这两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名字，当时并没有通行，
人们还是惯常用“元日”、“正旦”和“正朝”等。

隋唐宋元明时期，可以说是“元日”一统天下的时代。《古
今图书集成 历象汇编 岁功典》卷二十三共收录了隋唐宋元
明时期有关春节的诗歌120首，其中题目中用了“元日”的
有69首，有些诗虽然题目中没有，但是很多在诗句中出现了。
今天我们常用的“年”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是当时并不
常用。

清代至1948年春节的名称基本上固定在“元旦”上。同样以
《古今图书集成 历象汇编 岁功典》为例，清代已经把“元
旦”作为类目名。而且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
有90％以上的地方志中使用了“元旦”一词。

“元旦”作为春节的名称，并不是仅指正月初一，而是包括
好几天，这和“元日”只代表新年初一一天不同。

“春节”一词最早源于东汉时期的文献。但当时并不是指新
年，和今天我们所说的春节并不是一个意思。《后汉书 杨震
传》有：“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这里的“春
节”是春季的意思。南宋著名诗人文天祥在《文山集》卷二
十中有《二十四日》一诗：“春节前三日，江南正小年。”
根据考证，诗中“春节”应是“立春”而不是正月初一。



直到清代一些地方才将夏历的新年称为“春节”，但是清代
影响最大还是“元旦”，“春节”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
响。“春节”的普遍使用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于是旧历的元旦也就改为了“春节”，虽然民国禁止阴历节
令的娱乐活动，但是由于民国四分五裂，人们还是习惯于过
传统的“元旦”——“春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2月23日通过的《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规定了“新年”（公历元
旦）、“春节”（传统的年节“元旦”）、劳动节、国庆节
等为法定节日。从此“春节”才替代了流行了三百多年
的“元旦”，沿用至今，而“元旦”则成了公历新年的节日
名。

我国的春节一般是从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揭开序
幕的，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
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举
行祭灶仪式。举行过祭灶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
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民间称之
为“迎春日”。

农历正月初五这一天叫“破五”，不到“破五”不能用生米
做饭。正月初七日称“人日”、“人胜节”，或曰“七元”。
春节期间，北京人爱逛庙会，大钟寺庙可以敲永乐大钟，白
云观庙会可以摸石猴、打金钱眼，厂甸庙会可饱览古玩、字
画、字帖、珠宝、翡翠等稀奇玩意儿和高跷、太平鼓、小车
会、五虎棍等花会表演。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五

中国的传统文化像一座大宝库，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宝藏”，
其中我最喜欢的“宝藏”就是书法。

书法的类型很多，有硬笔书法、软笔书法；按字形又可分为
草书、隶书、行书、楷书等；按字体分又分为宋体、仿宋体、
美术体等。

刚学书法，不用说，当然是先学习写硬笔楷书啦。我是在今
年暑假才开始学书法的。刚开始学的时候，感觉笔一向在我
手里乱动，捉不稳它。练习了一段时间后，我就能捉稳笔了。

这时，爸爸妈妈告诉我：硬笔楷书要到达三点要求，那就是
匀称、方正、运笔。并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必须要对照字帖
认真地写，可是我就是不听，由自我心里想着写。结果，写
出来的字就像几只蚯蚓连在一齐，很难看。这时候，我才想
起爸爸妈妈的话，于是就照着字帖认真写起来，每一天晚上
写完作业都要练一个小时，果然，我的书法提高很大。

俗话说：“铁不磨，不成针，玉不琢，不成器。”今后，我
要更加努力的练习硬笔、软笔书法，把字写得更好看。

中国非遗文化的介绍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____》。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
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
的总体表现，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
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
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
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佛教、道教等。



提起传统文化，成长于文化断层期的现代人多数没有什么清
晰的概念。有所涉猎的人可能感叹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
精深、源远流长;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似乎无从谈起。“博
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
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
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
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
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

首先，我们应该从精神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长期积淀，形成为社会意识的潜流，渗入
到了社会心理的深层，她的影响随处可现的。只有深入学习
弄通弄懂传统文化，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在深入了解传
统文化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
性地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充实新的时代内容，使之不断完善
发展。

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诚信、感恩、孝道、仁德、慈爱、
正气、勤学、节俭、修身、立志等等的弘扬，浓缩了传统文
化立世做人荣辱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和谐理念作
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特质，为儒家、道家等研究和论述，成为
各家各派思想学说的灵魂。和谐理念跨越时空，在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发展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墨、道、法、
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
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
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统一，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虚
静处下，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
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



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
关系正确定位，在大一统的格局内，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
和谐。兵家讲求“令民与上同意”，强调“先和而造大事”，
把“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作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
视“和谐”为克敌制胜的根本保证。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
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的就是这种优良传统，如温
和、善良、恭敬、节俭、谦逊的美德，再如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忧国忧民、以德化人、和谐持中等，这些传统精神世
上其他民族所无法匹敌的，也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

其次，我们要从文化内容上弘扬传统文化。

翻开中国的历史长卷，综观而得的尽是璀璨的星火：远古神
话的浩大纯美，诸子散文的洋洋洒洒，辞赋经文的博大精深，
唐诗宋词的经典奇葩，辉煌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

中国文化是迄今世界上最久远、最稳定、最辉煌、最丰富、
最发达的文化之一。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悠悠五千载，经历了
萌生期、形成期、确立期、繁盛期和总结转型期几大时期。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体现
在对本民族人文文化的认同程度。缺少人文精神的民族最终
会走向虚无、走向异化。如此说来，当前国民对传统文化的
追随，便是民族凝聚力逐渐增强的体现了，由此可见，诵读
千古美文不仅是正确的，也是极其必要的。我们要主动、积
极地阅读文化典籍，欣赏文学作品，考察文物古迹，真正了
解我们的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做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
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我们虽不能全盘吸收，可我们有义
务把它发扬光大，使其成为我们的资本和骄傲。

另外，我们要多从艺术形式上弘扬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的文化沉淀过程中，为我们民族积淀
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素材，主要体现在汉字、传统精神、传统



图形、水墨意境、传统手工艺等各个方面。从商周青铜器到
汉代工艺品，从举世闻名的“唐三彩”到古朴优雅的宋代瓷
器，从明代苏绣到清代家具，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工艺历程。
再看中国的绘画、书法、戏剧、建筑艺术、民间艺术，中华
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体现的淋漓尽致，我们随处可见的中
国古典建筑、太极图纹、画像石、金石篆刻、蓝印花布、木
刻插画、脸谱文化、民间剪纸、装饰纹案、书法文字等。都
是最能反映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它是一种既有高品位的中
国文化内涵，又有符合世界当今潮流的崭新样式。如果真正
了解了这些艺术、形式就能反映出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精神。
我们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
精髓，使之发扬光大。

“传统化”和“本土化”的回归，是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
进，与世界接轨的渠道，同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这是我
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反思，甚至可以说更是一种责任。
只有使中国不断的加快全球化的进程，并积极的宣传中国文
化，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才是中国真正腾
飞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