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风骨演讲稿 中国传统文化演
讲稿(大全7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
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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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一

当你沉迷于魏紫的那句“山无棱，天地合而为一，却敢与你
独树一帜”时，你知道乐府里有句话吗，“为恶！我想好好
了解你，我会长命百岁。山中无陵，江水疲，冬雷雷人，夏
雨雪，天地合一，却敢与君绝！”；当你不断高喊“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它来自《汉书》中
的“修身，实事求是”；当你是“哈汉”“哈日”的时候，
当你痴迷于日本动漫和韩剧的时候，你知道《山海经》里的
童话，昆曲的历史，十二木卡姆的声音吗。

传统文化之美在于它的`历史，这是先人的精神积淀，也是几
千年的传承。但今天，在这个充满情趣和繁华的时代，歌唱
中的故乡正在消逝。我们像迷路的孩子一样回头看，却找不
到回家的路。那个，有着水墨香的故乡，那个，我们的精神
家园。

今天，你看不到元宵节的灯笼，看不到端午节的船挂香符号，
看不到玉兰盆地的驱鬼，看不到重阳爬进山茱萸。我们不再
欣赏“融四岁能做梨；香酒玲，能暖桌”，我们才突然从风
靡全国的《东风破》感受到古典美。你知道有多少语言在流
逝，有多少民俗在消失，有多少乐器技艺在失传，有多少文
化遗产和古建筑在被破坏…90后怎么办？古语有言：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
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身为祖国的未来，如
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
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抔黄土；无论我们
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清代学
者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
捐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我们要左
手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
勇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让我们回到繁华的盛唐，与李太白一起酒入豪肠，与王昌龄
一起醉卧沙场；让我们回到如画的江南，醉心于三国的尔虞
我诈，感伤于西厢的且悲且怆。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我们不
变的荣光，她的下一缕墨香需要我们共同的力量，让我们一
起，去传承她的滋养，成就她最灿烂的辉煌。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二

大家好!

传统文化是人类前进的动力。xx故宫，敦煌莫高窟，秦皇陵兵
马俑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见证。如果没有传统文化承传，就
不会有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有时，我们的生命因为社会的进步而拉长。但更多时候，我
们的生命因为有文化的熏陶而更有价值。传统文化不仅让我
们看到了泱泱华夏的伟大，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之魂。



我们终日奔波劳碌，疲惫不堪，不免心灵的空虚。这时，你
读一读唐诗，诵一诵宋词，你看一看王羲之的书法，阅一阅
唐伯虎的画卷，你的精神会为之一爽，你的心灵会为一颤。
汲取传统文化的乳汁，使我们的思想升华。

我们在经济上讲求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那么，我们在文化
上也同样应该享有这样的'权利，履行这样的义务。

传统文化是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它的意义不言而喻，但它
的伟大价值还在于走向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能
够充分体现它的伟大，它的朝气蓬勃。传统文化并不会因传
统而过时。

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中德文化节，中美文化节，中国
传统文化香飘四海，溢满五洲，这都是我国传统文化走向世
界的表现。没有一位老外看了不发感慨，没有一位外来游客
不被中国传统文化而感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灵魂所在。

历史的进步并没有让遗留下的文化孤独的停驻在历史长河之
中，而是携着它，一步一步地跨越时代，跨越未来，站在现
代社会的最前端，用传统文化的内涵引领我们走向更富有厚
重文化气息的明天，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以更
加积极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七三班的。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过中国传统
节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再过几天，冬至将如期而至，它
是我们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
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亚岁”等，早
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
测定出了冬至，它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时间



在每年的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这一天是北半球全年中
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这一天
还有吃饺子、南方吃汤圆的习俗，谚语：冬至到，吃水饺。

冬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过中华传统节日也是我们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形式之一。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舟”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
着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
至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的高素质人
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但
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
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四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
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
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
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
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
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
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
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
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
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
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
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
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
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
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
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
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
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
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
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
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
承下去。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鼠年景色依然艳，龙岁春光格外明；鼠年的春天到来了，龙
是中国的图腾，但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到这其中的典故呢？
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就是要靠我们这一代人一脉相承，
而我们又要怎样星火传递。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宣扬传统，
守正创新，舍我其谁？》。

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深远的未来意义。对于我们新一代
接班人尤为重要。

有种种迹象表明，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的转变中，科学
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确定下来的路线
前进。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保存着“内在
而为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1985年英国天文学家抄
里斯认为：“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向东方，带
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离开西方的污秽，朝
着神圣的东方前进”；199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比利时
化学家普里高津说，新的自然观“将把西方传统连同它对实
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观为中心的
中国传统结合起来”；而德国物理学家哈肯则说，他所创立
的协同学，同时受到了西方的分析思维和东方的整体性思维
的影响。人类意义世界所作出的这种价值选择，在一定程度
上意味着历史转折时代的传统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
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可能会获得其生命力。而这种可能需要
我们的创新，我们需要在创新中推动中国优秀传统个文化。

不，我认为，中国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对当代和未来的发
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做的就是用创新来推动中国传
统文化。

我们可以利用高科技做为手段，影视做为载体，再以特色做



为亮点努力开辟世界这个窗口。

美国可以用肯德基推广美式快餐和美式文化，将两百多年的
美国历史推向了世界的舞台，而我们有各种菜系和多元文化，
没有理由挤不进世界的前列。日本，韩国等国民族单一，文
化也没有呈现多元化，但是他们善于在自已的影视作品中添
加本国传统文化，通过影视媒介很好的弘扬了本国传统文化。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好的作品里添加中国元素，努力发展影视
产业的同时，注意文化软实力的加强。《功夫熊猫》不用改
是外国人的作品。

我觉得，人类总是生活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历史在前进，人
的思维也从不停止，不断寻求新的、迄今无人知晓的目标。
基于世界文化走向趋同这一时代的新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
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就成为建
构世界主义的后现代科学观的基本进路。当代新科学的世界
观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某些思想归复的特征表明，中国传
统文化的后现代性研究不失为在历史转折关头全人类的文化
战略研究之一隅。

西方的一些自然科学家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包括
《老子》《论语》《易经》在内的中国经典受到重视。这种
情况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处在科学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家们寻
找世界观启发的努力，而不是由于什么一时的感情冲动。因
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可以为新科学的诞生提供有意的启
示，就成为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西方人能如此的重要，做
为东方的雄狮更应该利用创新的手段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传统，底蕴厚重。上下五千年东
方文明需要我们守正创新再创辉煌！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六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古人描绘的美好生活，，仙鹤长鸣，神鹿奔跃，日月轮回，
世代不息。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东方文化美德几千年长盛不衰，文化是
民族的生命，文化与民族共生共存，只有民族文化的复兴，
才有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

道德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文化的灵魂，也是民族的价值
观，更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传统社会的美德教育往往最初从亲缘关系开始，靠的是世世
代代传承下来。

幼儿从小就感受到亲情的薰陶：

她作为文化的基因，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流淌;她无时无刻
不在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和自己的后代。

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既是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又要不
断适应时代的需要，使历史与现实相联，使民族精神真正体
现传统精神和时代精神。

民族精神“重在弘扬”、“重在培 育”，但在弘扬和培育民
族精神的过程中尤其要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是前提，创新才是根本，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永恒
动力。



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仅有历史的传承是远远不够的。

惟有创新，才能发展;惟有创新，才能不朽。

历史没有止步，创新就不应该停止，民族精神也就不会终结。

中华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它始终是发展的、前进的。

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都会孕育
出新的民族精神。

还是建设和改革年代形成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等等，都是中华民
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精神的延续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
与时俱进的时代创造。

王进喜、焦裕禄、孔繁森，他们为振兴中华上下求索、矢志
不渝，推动了历史发展和民族进步，深刻地改变着时代的面
貌，他们高扬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力量。

汉唐气象，时代华章。

与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雄健步伐相伴，一种昂扬向上、与
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正在神州大地激越弘扬。

一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绚丽
诗史，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出现。

在我们宏伟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英雄人物、
英雄事迹也是层出不穷的，在他们的身上真正体现着中华民



族的美德和社会公德，也张扬着浩然的民族正气和民族精神，
这些是我们对青少年学生进行公民道德和民青少年学生是祖
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有没有优秀的民族精神，
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大事。

因此，我们一定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
努力把其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

族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

只有不断弘扬和培育符合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并用它来哺
育下一代，我们的民族振兴才会有希望。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中华子孙的美德，爱国更是对中
华民族精神的一种生动的诠释。

而中华民族精神则是中国革命胜利和建设的精神动力，是光
照千秋的高尚情操，是伟大的中华之魂。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这周的星期三，同学们盼望已久的xx节终于到来了。

这几天，街道上四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息，店铺挂满了圣诞帽、
星星、礼盒等彩饰，当然圣诞树也是必不可少的。

街道浓烈的圣诞气氛仿佛把我带到了西方国家，听着经典的
圣诞歌曲，我的意识早已深陷其中。

同学们都是彼此的“圣诞老人”，互送的礼物多种多样，传
统的手写贺卡，细心挑选后的精美小礼品，一块味道醇厚的
巧克力等等，圣诞文化无处不在。

其实不止圣诞，向万圣节、复活节等西方节日已经逐渐进入



我们的视野并且得到了我们的追捧喜爱。

在迎接圣诞来临的浓烈气氛中，二十四节气中的冬至也悄然
而至。

冬至是我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
统节日，民间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古时的宫廷和民间都十分重视这个节日，从周代起就有祭祀
活动，直到今天，很多老人仍然会在这一天祭拜祖先。

每年农历冬至这天，饺子是必不可少的节日饭。

谚语有云：“十月一，冬至到，家家户户吃水饺。

”而老北京又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说法。

南方地区在冬至这天则有吃汤圆、南瓜、红豆米饭的习俗。

时光穿越千年来到我们眼前，很多传统的节日，很多传统的
习俗或是被我们遗失在了时间长廊之中，早已忘记或很难忆
起;或是被圣诞节、万圣节等等欧美节日冲淡、远去。

它们本来的记忆、本来的纹理、本来的诗意也越去越远。

一个国家的根本在于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因为不朽的文化而
璀璨悠远。

我们无意鼓动大家不去过洋节，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经常展开
那幅由传统节日、传统文化绘制成的历史文化长卷，经常感
受那份诗情画意，时常体味其中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美
丽诉求。

这样，传统节日所给予我们的就不仅是那份诗意，还有了更
多文化的坚守、精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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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风骨演讲稿篇七

一、从我做起从自身做起，提高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
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多了解有
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熟悉自己民族文化的才能更
好地弘扬和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二、从我做起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宣传，一方面多向亲朋
好友宣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可
以利用学校的便利条件与学校和学生会各部门联系，定期开
展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动或者班会，并且可以出版一些期
刊杂志分发给同学们，让我们的大学中形成一种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的氛围。

三、有经济条件的同学还可以组成类似旅游观光社团，到一
些民族文化气息比较浓郁的地方去旅游观光，如河南开封，
陕西西安，或者天津北京等地，可以增强同学们的认识水平，
并且真正激起同学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与致力保护的决
心。

总之，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瑰宝，是
我们祖先留给我们最丰厚的礼品，但不可忽视的是我们的民
族文化却在正走向非常尴尬的境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任
务更是迫在眉睫，所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行动起来让
我们一起加入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来，为传统文化
的继承和发展贡献出我们的一分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