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 民族团结一家
亲发言稿(模板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篇一

在世界的东方，有很多勤劳的人民，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伟大
的祖国——中国！

中国有50的历史，在这个悠久的人生道路上，中华人民遇到
了种种的酸甜苦辣，可是，这些对祖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
事儿，因为，在我们个民族之间有一种谁也破坏不掉的团结
力量！他们都肩并着肩，心连着心。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
创造了现代的新中国！

看吧！如今的祖国，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硕果累累，教育日
新月异，体育突飞猛进。加入wto，申奥成功，已表明我们的
综合实力。此时此刻，我不知怎样来表达我激动的心情。这
些也来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团结呀！

妈妈告诉我：“你这么幸福，全来自祖国，祖国哺育每一个
人的妈妈”。老师教导我们：“只有祖国富裕和强大，才能
保护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中华的历史告诫我们：“没有
祖国就没有家，国家不强盛，落后就要挨打！我的心告诉了
我：”只有我们56个民族团结起来，就会有个平安、幸福、
快乐的大家庭。

我很自豪也很骄傲我是一个中国人，因为，这里的人民爱好
和平。因为，这里的人民有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团结力



量。所以，我相信祖国的今天、明天永远是强大、繁荣、美
丽的！

加强民族团结从我做起。因为，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我即将
用我的热忱、才能、忠诚、智慧、勇气和自豪去拥抱我国名
族团结事业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用我的青春和热血谱写新
世纪大团结的新辉煌！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篇二

在茫茫的宇宙中有一个美丽壮观的蓝色星球，上面住居着一
个很团结的国家――中国。它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我
的家乡长治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小城，在那里有着34个民族。
汉族、回族、蒙古族、满族、壮族等。这几个民族我们这里
都有。

全国56个民族在1949年一起手拉手、心连心同唱对祖的祝福。
“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兄弟姐妹是一家。”当这曲宋祖
英的歌再次萦绕耳畔时，我们不得不会想起5月12日在四川
的5.12大地震，这一震，震的天颤抖;这一震，震的手牵手。
全国各地的救济钱像雪花一样飞向了灾区，这让所有的民族
都团结了起来，去感动灾区的人们。就连一些孩子，在那一
刻，也献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爱心。我心中最喜欢的一
个数就是“56”。因为它代表着我的中华，代表着我们中华
的民族。

鲁迅说过一句话：“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
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正如鲁迅的话一样，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民族灵魂的一小部分。从“桃园三结义”到“两万五千
里”;从“开国大典”到“”，最近几天还有“建国六十华诞
的大阅兵”。这次阅兵，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日新月异的变
化。只有那座金灿灿的天安门依然如旧立在那条美丽的长安
街上。



听!芦笙和唢呐一齐吹响;看!乳燕和雏鹰比翼联翩。56朵鲜竞
相开放，装典祖国万里大花园。让先辈的英灵自豪地惊叹，
啊!这就是我的中华!这就是我们中华的民魂!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篇三

各位尊敬的评委、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我叫徐xx，来自三道岭中心小学，我是一名满族小男孩，更是
土生土长的新疆娃，我爱我的家乡，我爱威武绵长的天山，
我更爱和我一起生活在这里的各族老师、同学和朋友，我今
天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团结从小事做起》。

一个民族就像一条溪流，56条溪流汇集起来，就能聚成一片
大海；我们每个人就像一束阳光，13亿多束太阳光合在一起，
就会无比耀眼。

我们在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蓝天下幸福成长，民族团结体现在
我们生活的日常点滴中。我们学校各民族老师、同学始终能
团结协作、和睦相处，遇到困难时，不管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都能互相帮助。

我们的回族体育老师马老师，她很喜欢笑，同学们模仿示范
动作失败的时候，她从不严厉批评，而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指
导，在下课和自由活动时，总喜欢和我们玩，我们见到她都
不喊老师，而是叫她“马妈妈”。

我们的学校里不光有待我们如慈母亲般的民族老师，还有如
手足般的各族同学。

刚上学时，我们班的维吾尔族同学迪力夏提江因为汉语言表
达能力弱，所以很少跟同学们说话、交流，老师知道这个情



况后，安排他跟我坐在一起。我经常和他一起读课文，纠正
他的发音，给他讲汉语故事，他听不懂的地方，我就一遍遍
地解释给他听。现在迪力夏提江汉语能力提高了，学习也比
以前好了，说汉话跟汉族同学没什么两样，性格也开朗了，
还能大胆的在同学们面前朗诵，表演呢！

有一次轮到我们组做值日，碰巧我发烧，浑身无力，没有劲
做值日，又不好意思和老师请假，只好勉强拿着扫帚慢慢扫
着，这时迪力夏提江看出我不舒服，主动接过我手中的扫帚
帮我扫地，扫完地又提水擦黑板，直到干完所有的活，他又
把我送回家，一个拥抱表达了我们之间深深的`友谊。

这里说的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但正是由这一件
件小事，汇集成了民族团结的洪流，让我们的手拉的更紧，
心贴的更近。

我们是幸福的一代，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平、美好
的时代；我们是创造未来的一代，用各民族汇集的无限智慧
创造新疆美好的未来！

我立志！我要做一名维护民族团结的好少年！

我倡议！民族团结，从你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让我们共同建设和谐新疆、大美新疆！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篇四

1.各位老师，全体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民族团结一家亲。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我们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事实也是
如此，因为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
家庭。56个民族，56种习俗，56种语言，56种文化，把祖国
的大地装扮的五彩斑斓，把祖国的天空描画的壮丽灿烂。谁
能说流行乐坛上没有维吾尔族音乐欢快的旋律？谁能说时尚
元素中没有各个民族特有的色彩？而我们生活在新疆的各族
群众，更能深深体会到各民族一家人的亲情。就拿我们学校
来说吧，我们身边有很多少数民族同学和老师，大家和睦相
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学习。我们的汉族同学，谁
没有几个少数民族朋友？我们的少数民族同学，谁没有几个
汉族伙伴？彼此的信赖与默契，构建了我们的和谐校园，真
正体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新型
民族关系。给我们上美术课的哈萨克族老师拉新，漂亮而温
柔，关心每一位同学的听课状态，用精熟的专业知识为同学
们解疑答惑，用流畅的普通话开启了同学们的智慧之门，充
分展示的教师风采感染着我们每一位同学。

结的故事平常而又温馨，多的讲也讲不完。

七月，我县举办阿肯盛会。赛马场上，哈萨克族骑手以他们
娴熟的驾驭技术征服了所有观众的眼球；广场上悠扬朴素的
冬不拉弹唱，似乎把人们带回到辽远的牧场，那里有青青的
草坡，淙淙的泉水。他们歌唱着自己幸福的生活，歌唱着党
和政府民族团结的好政策。花团锦簇的哈萨克族刺绣品，又
好像让人置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带领大家共同走向富裕。

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出生在这样一个繁荣富足和平美好的时
代；我们多么幸运，因为和许许多多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起，
感受着不同的文化，创造着共同的未来！

民族团结，是维系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民
族团结，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团结，
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民族团结，
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不朽的灵魂！民族团结一家亲，让我们



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

谢谢大家。

2

2.播放音乐:新疆好

各位老师，全体同学，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团结，就是力量！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
美丽的新疆，富饶的`新疆，你让我们赞美，你让我们歌唱，
你是我永远的故乡！

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
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
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让民族团结铺就各族人民的幸福之路，让各族人民的梦想展
翅翱翔。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爱祖国，我
们爱新疆。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谁也离
不开谁》。

弘扬民族精神，人人有责！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言稿》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民族团结一家亲发声亮剑篇五

乌鲁木齐市确定每周五下午为各学校“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
日”。

10月31日，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局长刘剑在乌鲁木齐市教育系统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上要求，每周五下午各学
校要结合实际，在全体师生员工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寓教于乐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增进友谊、融洽感情。

同时，各学校要在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前，利用三分钟时间，
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由班委带头，学生依次围绕民族文化
展示、民族风俗介绍、民族团结故事讲述、民族宗教政策感
悟等内容，开展“课前三分钟”活动，充分挖掘学生的自我
教育功能。

另外，各学校每月围绕“民族团结一家亲”主题，至少开展
一次主题班（队）会，要做到精心组织安排，做到主题凸显，
确保教育效果。各学校要积极通过举办文化艺术周（节）等
多种活动，以民族团结友好班级、民汉结对认亲学生为单位，
通过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集中展示“民族团结一家亲”
活动成果和各民族文化传统，营造浓郁氛围。

在特色课间操上，乌鲁木齐市教育局要求各学校要大力开展
特色课间操活动，编排具有新疆地域特色、学校特点的课间
操，融入各民族的文化元素，让学生在每天的课间操活动中，
就能感受到大美新疆、多元文化。

在民族团结校本课程方面，各中小学要结合学生认知规律，
围绕民族文化特点、风俗习惯、建筑特色等内容积极开展校
本课程研发，通过校本课程建设，增强各族师生对各民族文
化的了解，切实增强“五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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