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 弘扬中国传
统美德演讲稿(优质8篇)

典礼是一个重要的传统，代表着特定的文化和价值观。典礼
总结要注意用词恰当，既要庄重正式，又要富有感情和思考。
接下来是一些关于典礼的总结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一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精髓在其间，这优美的诗句配合着诗
人的思念，美景的惊艳将沉淀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展现到了
极点，支撑着中国人精神世界。

正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将爱国志士的爱国情怀烘托的淋漓
尽致，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为中国的崛起尽心尽力，贡献
自己的力量。中华文化是中国腾飞的基础，奠定了中国人的
思想之路让中国能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

流传千年的“文房四宝”是中华文化的体现，他将历史的车
轮辗转过的痕迹印在纸上，更印在中国人的心里。“两弹一
勋”的邓稼先效仿古人研究出令世界为之一振的原子弹，氢
弹，完成千万中国人的梦想，他坚守着亘古不变的中华精神，
探索者绵延不变的中华文化。

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为中国插上腾飞的翅膀，在世界无垠的
天空下霸气翱翔，中华文化为中国接上尾鳍，让中国得以在
世界的海洋中自由徜徉，中华文化让中国在世界的舞台上挺
胸抬头，昂首阔步的迎接属于中国的东方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在亘古不变的天空下传来中国的呼唤，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缤纷的世界文化中巧夺璀璨之冠，中
华文化魅力无限，在世界的舞台上惊艳四方!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二

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
尊老爱幼新风”。

不少同学都知道，今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们中华民族又一
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什么叫重阳？因
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
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最大数，
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因
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
利日子。

关于重阳节的故事很多。据说重阳节从汉朝初就有了。那时
在皇宫中，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
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人被吕后馋害后，宫女贾
某也被逐出皇宫，贾姓宫女又将此习俗传入到民间。

到了东汉，民间在该日又有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
高节"。以后到了唐朝，文人墨客们写了很多登高诗，其中大
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等；而杜甫的七律《登高》，则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当然，
古人的登高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同时
还有吃"重阳糕"（一种九层糕）、赏菊饮菊花酒的习俗。清
代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时间也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
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已经很普遍。“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想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因
为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
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这些
习俗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的中就有记载。

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
秽，以招吉祥。"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阳节这个传统的节日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我国把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从而将传统与
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
节日。

同学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含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尊敬、爱
护自己家的老人和小孩，同时也要象对待自家人那样去尊敬、
爱护别的老人和小孩。最近，从新闻媒体讨论的话题中也可
看出一二。如“该不该给老人让座？”“怎样做一个可爱的
上海人？”这些活动的核心就是要努力建设和塑造一个具有
高度文明、能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作为生活在这座大城市的我们，更有义务为树立良好的城市
形象而作出努力。客观地说，经过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
良好的社会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受到大家的
谴责。反省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在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又做得怎样？我不想对你们的过去予以评价。
但是，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全体同学是否想到，该
如何为我们家的老人或者社会上的老人做点什么呢？希望大
家考虑一下。当然，学校政教处也有安排，要求各班的班主
任在节后作个统计，看看我们的立达学生在老人节里为社会、
老年人都做了些什么。



我今天的国旗下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三

亲爱的同学们：

中华文化综罗百代、广博精深。五千年来，国学经典对于文
化的承载绵延不绝、流传至今。国学经典不仅是中国悠久传
统文化的明证，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处身立世之本，更是我
们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传统经典文化是中华文明传承数千
年的重要载体，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其意韵之美、精炼之美、
智慧之美千古流传!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随着和谐社会和节约型社会建设的
大力提倡，随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大力宣传和践行，传统经
典的诵读活动正在海内外蓬勃兴起。一时间，大江南北书声
朗朗，长城内外热潮滚滚。

太古清音喜又闻，道德昌明今胜昔，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脚
步不可阻挡!诵读《弟子规》，与古人居;学习《德道经》，
与老子谋。让我们行动起来，诵读经典美文，实践道德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为繁荣校园文化而诵读!为振兴中华而诵读!

以经典为伴，与圣贤为友。我们真诚地期望广大师生加入到
学习国学经典的行列中来，让融汇在国学经典中的中华民族
的智慧风骨、胸怀以及健康的道德准则和积极的人生信念，
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在此，我们向全校师生倡议：

1.请同学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每个时间段、任何
地方进行诵读，诵读弟子规、孝经、道德经、论语、增广贤
文、中华古典诗词等国学经典，在诵读经典美文的同时，感
悟国学精粹，陶冶道德情操。

2. 要求每周利用两节课的时间，由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诵读、



学习《弟子规》、孝经、道德经。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四

各位教师、学生及家长朋友：

“百善孝为先，行孝教为本”。一个“孝”字，饱含了我国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一个“教”字，左边是“孝”字，右边
是“文”字，蕴含的就是孝道文化。尊敬长辈，孝顺父母，
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是家庭和睦团结的纽带，是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建设和谐社会的
润滑剂和助推器。为此，我们特发出如下倡议：

一、传承优良传统，争扬孝德之风

我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古以来我们就把孝道
视为美德之首、立身之本、齐家之宝、治国之道，但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应该秉持的“孝德”却在不知不觉中被
淡化甚至被遗忘。面对孝文化的断层危机，弘扬孝道文化必
然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强烈呼唤。

我们呼吁：用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文化滋润我们的心灵、完善
我们的人格，传承孝德传统、争扬孝德之风，让孝行天下、
德泽万代。

二、孝亲起于自身，敬老见于小事

事亲行孝，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它不需要伟大作为和豪情壮
志，它需要的是坚持，我们可以用平凡演绎孝德。孝敬父母、
关爱老人，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生活、工作
细节做起。

我们呼吁：全体教师要加强孝德修养，努力践行铁岭市教
师“孝行十个一”，将“孝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职



业道德建设，切实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积极将孝道文化教育
融入课程计划，尤其是语文、德育、历史课教师更要以课程
为切入点，以自身为主力推手，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当中“孝德”教育的典型事例开展教学工作;通过多种方式交
流孝德教育的经验和做法，倡导良好风尚，对“反哺”事例
和身边发生的“孝敬父母”优秀事迹进行广泛宣传。

我们呼吁：全体学生要遵守铁岭市职业院校学生守则、铁岭
市中小学生守则，积极践行铁岭市职业院校学生“孝行”十
个一、铁岭市中小学生“孝行”十个一。为父母洗一次脚、
敬一杯茶、梳一次头，点点滴滴见真情;为父母披一件衣、铺
一床被，丝丝缕缕连爱心;给父母打一个电话、送一句问候，
字字句句显孝心。在孝敬父母的同时，也要关爱我们身边的
老人，特别是孤寡老人、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多为他们做
好事、办实事，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相信我们多一份
关爱、多一份付出，社会便会多一份温暖、多一份美好。

我们呼吁：家长朋友要加强对孩子的孝道教育，以身作则，
身体力行，给孩子做一个好榜样。要让孩子体察父母的慈爱
和奉献，要让孩子从一些细节中产生对父母的敬慕之情和孝
敬之心，利用身边活生生的典型孝道事例对孩子进行正面教
育，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做到“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
柔无声”。把孝道变成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更要让孩子明白
“尊重长辈并不是迂腐，粗鲁撒野并不是潇洒，只有对长辈
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爱戴，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素质与风范”。
只要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媒体导向形成合力，孩子就会由
爱父母和家人进而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

三、传播文明礼仪，规范基本动作

我国是礼仪之邦，文明礼仪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加
强礼仪规范教育，有利于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传承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



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社会
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
映。学习、传播“文明礼仪”，以提高本人自尊心为基础，
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在学会尊重他人时，自己也得到他人的尊
重，自尊心在提高的同时，其内心的道德要求也在提高。

我们呼吁：各位教师、学生及家长朋友努力学习文明礼仪、
传播文明礼仪，积极践行铁岭市中小学生文明礼仪规范，除
完成市教育局规定的文明礼仪基本规范动作的训练和普及外，
还要积极开展文明礼仪自选动作的学习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
文明礼仪习惯，加强自我良好形象的塑造，使老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家长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友善、融洽，
使校园的孝道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各位教师、学生及家长朋友：弘扬孝道，不仅是一份责任，
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基，希望你们积极行动起来，从
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使全社会形成孝亲敬长、感恩图报
的良好氛围，让我们一起携手传承美德、弘扬孝道，共同创
造和谐美好的明天!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五

亲爱的朋友们：

建设魅力哈镇，共筑文明家园，是我们每一个哈镇人的共同
心愿。党的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城乡融合发
展的总要求，建设美好乡村是广大农民的热切心声和美好期
盼。为此，我们向全镇农民朋友发出倡议：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到美
丽乡村建设中去。积极参与美好乡村建设，主动献计献策、
出智出力，在建设幸福家园中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争
当文明的使者，争做建设活动的表率。



让我们从小事做起，爱护村庄的一草一木，多做有益生态的
事，不做破坏环境的事，让青山长在、绿水长流。维护村庄
公共卫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乱扔乱倒，不乱堆乱放、
不乱搭乱建。使村庄环境达到净化、亮化、绿化、美化的目
标。遵守法律法规，不非法放牧，不野外用火，保护退耕还
林成果，建设绿色生态家园。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身边的
人，用实际行动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卫生环境——努力实现
生态宜居村庄美。

让我们从现在做起，积极投身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
耕方式转变、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旅游业中去。要因村因户
发展特色农业、合作农业和庭院经济，构建科学高效、产业
兴旺的现代化农业体系;要热心、关心家乡的通村路硬化、安
全饮水等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出钱出力，改变家乡面貌;要积
极参与到农业机械化耕种和新品种推广工作中来，学习掌握
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科学种田、科学养殖，提高农产品产量、
质量;要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农村旅游业，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增加收入——努力实现兴业富民
生活美。

让我们从身边事做起，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自觉学习传播公民
道德与文明礼仪知识，争做讲道德、知礼仪、勤劳动、勇创
新的新型农民。积极参与五好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身
边好人”、脱贫先进户等推荐评选，争当“文明户”、“好
儿女、好婆婆、好夫妻”等，不争贫困户、低保户，自力更
生。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维护公序良俗，禁赌禁毒，禁止酒
后驾车，禁止三四轮车非法载客拉人，培育科学、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各种文化体育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努力实现文明和谐
乡风美。

农民朋友们，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建造“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家园，为



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

宋庆龄奶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她当了国家的副主席后，
她诚信的高尚品格仍不变。一次，她去幼儿园对小朋友许下
承诺，“六一”儿童节那天和小朋友们一起过节日。可是那
天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老师和同学们都以
为宋庆龄奶奶不会来了，当她们失望地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时，宋庆龄奶奶的车奇迹般地出现在校园门口，孩子们惊喜
地笑了，老师用激动的心情紧紧握住了宋庆龄奶奶的手，宋
庆龄奶奶对老师说了一句话：“既然我说了，就得守信。”

从宋庆龄奶奶的故事中，我们明白了，诚是诚恳，信是守信，
诚信是一句承诺，诚信是许诺后的行动，诚信更是一根坚强
不屈的脊梁。

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有时还真有点难，可是，我曾听过这
样一个故事：

战场上，某战士为部队开拓前进道路，不惜以自己身体引爆
敌人埋下的地雷，以致身负重伤，命在旦夕。报纸上连续不
断报导他的事迹，称他为黄继光式的英雄，当部队老将军得
知这位战士生命垂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去医院探望，并
给他颁发军功章，将军问战士还有什么话要说，战士
说：“有句话，指挥员不让我说。”将军问：“为什么?”战
士说：“指挥员说已经报导了，全国都知道我是英雄了，说
了影响不好。”将军追问：“怎么回事，你说!”战士
说：“我不是英雄，我是不小心，跌倒在地上，碰到地雷的。
”将军受到极大的震动，沉思良久，最后说：“把事实真相
说出来和用身体引爆地雷阵同样需要巨大的勇气，你仍是名
副其实的英雄，军功章你受之无愧!”



诚信，可以让友谊加深，下面就来看看我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同学喊我去她家里玩，我经过家长的同意，答
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天，下起了大雨。
爸爸妈妈劝我不要去了，但是，我执意要去。爸爸发怒了，
说：“你要去自己去，看她来不来接你!”我独自走出家门。
在约定的地点，我看见同学的身影，便不顾一切的跑上去。
她见了我，激动的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从此我们的
友谊更深了。

现在，我回忆此事，觉得非常值得，虽然爸爸骂了我，但是
我用诚信的品格换取了真诚的友谊。

诚信犹如一潭清澈幽雅的湖水，宁静、淡泊、美丽，她总是
以自己朴素而又洁净的面容向人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可就是
这样一潭清澈、幽雅、淡泊的湖水会让你的人生更加完美。

同学们，我们为何不做一个诚信的孩子呢?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七

勤俭节约、艰苦创业”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命题，如今重又
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意义。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资
源的消耗是巨大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建设节约型社会，是非常
必要和重要的，这一轮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节能减排。

倡导节约、杜绝浪费是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意识。
能源是有限的，涓涓溪水汇成海，节约却大有潜力可挖。工
作很忙，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但无论怎样，一定要给节约留
下一个位置。

节约是一种习惯、一种思维和一种素质，节约并不需要多么
复杂，每个人都可以自觉做到，就在举手投足之间。 楼友们，
我们倡议争做绿色“第 ”人，节约从我做起!



在忙碌的工作中你是否意识到了节约无时无刻不在，你日常
工作时的电脑、纸张、打印机、空调、电灯开关、水龙头、
饮水机等，都可因为我们的节约意识和行为而减少能耗。比如
“下班前请检查关闭电脑和电器”、“节约用纸，非正式文
件请使用二次纸”、“下班前，请检查关闭电脑、打印机、
照明电源”、“节约用水、;请随手关严水龙头”; “调高空
调温度”等等。

“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滴水可以成河，聚沙可以成塔，
集腋可以成裘。建设节约型社会离不开我们每一位 楼友在学
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努力实践，资源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净
化需要从我作起，从身边作起，从一点一滴做起：“节约一
滴水、节约一度电、节约一张纸、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分
钱”，倡导俭朴的工作方式和适度消费，推广办公电子化和
资源变废为宝。

亲爱的 楼友们， “弘扬勤俭美德、培养节约风尚”活动已
正式启动，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吧!

弘扬中国传统美德论文题目篇八

亲爱的少先队员们：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

粽子飘香，古风流长。为进一步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了解和感
受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
东华小学少先队将以校训“向善向上”为指导，以“团结互
助 崇尚文明”为要求，旨在提高少先队员的爱国意识，增强
民族自豪感，特向全体少先队员发出如下倡议：

一、增强爱国情怀。在党的胜利召开以来，我校少先队员童
心向党，积极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努力做到传承红色经典，
弘扬民族精神，增强爱国情怀。



二、弘扬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少先队
员们可以通过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如包粽子、悬艾蒿、佩戴
香囊等传统形式，在家向父母亲友诵读屈原的诗歌，感受端
午节浓厚的文化底蕴。

三、倡导文明过节。树立文明新风，讲究文明礼仪。少先队
员们可以积极参与健康的文体活动，和父母一起进行有益身
心的户外运动，文明有礼地待人接物，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
习惯，不损坏公共财物，不随地吐痰、扔垃圾，争取做一
个“守时、守秩序、有礼貌、讲卫生、懂感恩”的东华学子。

四、强化安全意识。少先队员们应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端
午时节雨水多，要谨防溺水，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和交通规则，
未经家长同意，不跟陌生人外出或在外留宿;同学们要注意饮
食卫生与个人卫生，不乱吃街边无证摊贩售卖的食品;要掌握
安全用电、防火、防盗、防溺水、防煤气中毒等基本安全常
识和一定的自护自救、安全逃生能力。

希望同学们牢记少先队大队部的倡议，度过一个安全、文明
的端午节!

东华小学少先队大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