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优质8篇)
节日演讲稿可以涵盖多个方面的内容，既可以谈及节日的重
要意义，也可以分享节日庆祝的习俗和活动。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精选的一些与青春有关的电影和音乐，希望可以给大家
带来一些娱乐和放松。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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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二

端午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过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在20xx年端午节来临之际，本站小编给大家准备了端午节关于
《我们的节日》的演讲稿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党中央，国
务院对传统节 日高度重视，要求把传统节日搞旺，20xx年，
国务院又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 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
日，使传统法定节日增加到四个，这有利于保护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凝聚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是展示和
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
形式。

根据中央文明办的部署和要求，在端午节期间，我们xx省组
织开展了"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以纪念屈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主要内容，广泛 开展群众性文化体育活
动，引导人们增加爱国情感，提高科学意识，共树文明新风。
今天，xx省文明办，xx市文明办，xx区文明办，xx区教育局等有
关部门在美丽的金殿公园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节大型民俗
活动"。

这次活动包括中华经典朗诵，文艺表演，诗歌朗诵，传统游
戏，知识竞赛等等，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 鲜活，参加这
次活动的主体是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通过举办这样的传统节
日活动，目的是加强民族传统节日文化知识的普及工作，增
强学生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和了解，让广大青少年了解传统，
认知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聚中国人的心，
长中国人的根，铸中国人的魂，进一步在广大青少年中进行
爱国 主义教育，增进爱国情感，树立报国之志，唱响共产党
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 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
时代主旋律。使我们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最后，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谢谢！

老师们、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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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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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我今天在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端
午节的随想。端午节让我想起爱国诗人屈原。我怀想，滔滔
汨罗水，悠悠数千年，拳拳赤子心，感天动地情。我仿佛看
到：战国时，楚王宠信奸臣，屈原仗义直言，却被革职流放。
秦国趁此机会进攻楚国，楚国千里疆域毁于一旦。看到国破



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屈原有心报国，无力回天。悲愤之下，
他抱着一块巨石投汩罗江而去。当地百姓听说屈原投江了，
纷纷前来救助，他们顺流而下，一直追到洞庭湖，也没有找
到屈原的尸体，湖面上大小船只往来穿梭，百舸争游，蔚为
壮观。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每到这一天，人们就
在江河上赛龙舟，怀念屈原。人们还把粽子投入水中，只为
了喂饱鱼龙虾蟹，保全屈原的尸体不被吞噬。

也许，这古老的传说已经无法让21世纪的现代人感动。但是，
我想起xx年曾经有一篇报道让中国人震惊了！辽宁大学民俗
研究中心主任、民俗学教授乌丙安给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发
送一份急件，说据可靠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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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
遗产代表作”。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端午节，如果成了人家的
“文化遗产”，同学们，你们不觉得这是天大的笑话吗？如
果有人告诉你，几年后中国人想要划龙舟、吃粽子、过端午
节，需要向别的国家提出申请，你一定会说：“开什么国际
玩笑！”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端午节成了人家的“文化遗
产”，这还了得？一场“保卫端午节”的论战在民间悄悄发
起。有人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来坚决捍卫这一属于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有人说：“我对端午节一直情
有独钟，每年这天都要吃棕子看赛龙舟。如果端午节真被别
国抢去了，我会觉得特别别扭。”还有人说：“我们的端午、
中秋、元宵、重阳等传统节日本来就在圣诞节、情人节等洋
节的大举进攻下渐显颓势，如果连端午节今后都改姓了洋，
真是愧对祖宗啊。”后来经过查证，韩国申报的是他们本国
的传统节日“端午祭”，并不是想抢我们的传统节日。不过，
韩国的申报，可以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韩国保护端午祭的
经过至少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对本土文化态度的转变有多么
可贵。因此，这也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去保卫祖宗的“遗
产”，去体悟它们的弥足珍贵。

同学们，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经纳入我国法定假日的



议案。我认为，以立法手段保护传统节日是积极传承民族文
化的一种举措。但同时我也觉得，申报和立法只是一种外在
的行动模式。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一种从内
心生发出来的力量和自信。有了这种内驱力，民族的传统文
化就能得到延伸与丰富，民众的心态也会变得健康、美好和
开放。

怎样才能让民族文化资源融入我们的生活，永远保持新鲜的
活力呢？要有文化内在的驱动力。内在的驱动力从哪里来？
提高国民教育，加强个人的修行。整体的国民教育得到提升，
国民就会对本民族的文化资源有一种广泛的认同。个人的修
身齐家到一定层次，民族文化的种子就会在心灵生根发芽。
能在个人的心灵生根发芽的文化资源，就会鲜活而永恒。

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和珍爱之情来看待中华的每一个传统佳
节吧！因为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留存着
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
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

由端午节想到屈原，想到了端午之争，想到保护民族文化关
键在于教化。这些就是我今天站在国旗下的感悟。

感谢大家耐心的倾听，请接受我对各位的端午祝福：祝大家
端午节快乐！

谢谢。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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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肩负着老师和家长的殷切期望，面对如此的现状，我们
不能无动于衷；复兴中华文化，我们责无旁贷。我们或许无
法改变端午节已被韩国申报的事实，但我们可以用中国传统
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来勉励自己。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
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挖掘。比如文字，当代
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文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
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化生产的结果是传
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日本或韩国才能买
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还有新的发展。
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文化中，形成了
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国际龙舟邀
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是插秧结束
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着眼于创新，
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精神断
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什么？有句话
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
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已是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弱间的反差，
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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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就像一条历史的长河，我们不能让
它断流；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应在我们的手中发
扬光大。让我们一起努力，用实际行动挽救中华文化。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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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毕
生心血所成的作品。



今天我们来纪念屈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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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四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现在作为我国的法定节日，这充分证明了我们重视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已经增强了许多。

众所周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赛龙舟这些活
动喜气洋洋。这些，曾经在端午节是最受欢迎的活动，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节奏加快，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人
民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了，而是把重点放
在“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中，面对这样的形势，
我们感到悲伤，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问。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西方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称，
“亚洲一个国家正在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
其文化遗产，现在端午节已被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听到这个消息，中国人民除了惊讶只有尴尬，这不仅仅是一
个传统节日的得失，不仅仅是少了一些庆祝活动。

不用说，这些年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是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菜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
月饼，春节更不用说了——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

农耕社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中最独特的习
俗——吃。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
时候吃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了特有的魅力。

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繁体字，当代青年有多少人熟悉并会使用繁体字?
你不懂文字怎么能理解古代文化呢?另一个造纸的例子，中国
的造纸工业是传统手工业流失的结果，许多高质量的纸到日
本或韩国购买，他们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的造纸技术，而且
有了新的发展。

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如何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外国节日的兴盛与传统节日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凸显
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事实上，不仅是传统节日，中国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也正面
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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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文化内涵丰富，保留着人类独特的
文化记忆。我们必须敬畏和重视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的传承。同
学们，不要冷落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
彻底底的红起来吧。

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国旗下讲话的如题目是《端午节，我们的传统节日》。

同学们，你们能列举出我国的传统节日吗?

也许，你们早已习惯了圣诞节的狂欢，习惯了在“母亲节”
送给妈妈小礼物，习惯了在“父亲节”向爸爸表达感激之情。
其实，一年365天，还有许多印有“中国”标签的节日，如春
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节日折射着古老的中国文
化，象征着丰富的华夏文明，闪耀着龙的传人无穷的智慧。

6月xx日(农历五月初五)是今年的端午节。端午节是我国传统
的节日的代表。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
两千多年。端午还被称为端阳、重午、女儿节、龙日等。民
间纪念端午节的风俗很丰富，较普遍的庆祝形式有赛龙舟、
吃粽子、挂艾草等等。每一项端午习俗背后都蕴涵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留存着独特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和文化标签。然后，当我们的
生活被高科技元素充斥时，人们也多多少少冷落了传统节日，
丢失了对文化传统的记忆。



同学们，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了。你们想用什么方式纪
念这个绵延两千年的传统佳节呢?让我们从今年端午节开始，
重新拾起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关注，赋予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
新元素，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传统节日习俗，发展传统节日
习俗，创新传统节日习俗，让中国文化逐渐被世界上更多的
人接受和认识，毕竟，“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了。今天我演讲的
题目是“坚守民族文化，弘扬传统节日”。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
端阳节。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有很多，其中，纪念屈原的
说法流传得最广。历史上的这天人们会通过赛龙舟、包粽子
等形式来纪念一颗不朽的灵魂——屈原。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
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在楚国担任
要职。因为他坚决主张抗击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
被楚王赶出了朝廷。屈原悲愤至极，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
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如：《离骚》、《天问》、《九
歌》等影响深远的诗篇。后来，秦国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都城。
楚国失地千里，尸横遍野。屈原心如刀绞，他不愿意看到国
破家亡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在写下了绝笔
《怀沙》之后，抱石投江而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
丽的爱国主义乐章。后来，每到这一天，人们就在江河上赛
龙舟，怀念屈原。人们还把粽子投入水中，只为了喂饱鱼龙
虾蟹，保全屈原的尸体不被吞噬。



虽然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已成为我国法定假日，以立法
手段保护传统节日是积极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举措。但同时
我也觉得，申遗和立法只是一种外在的行动模式。我们需要
的，是一种内在的驱动力，一种从内心生发出来的力量和自
信。有了这种内驱力，民族的传统文化就能得到延伸与丰富，
民众的心态也会变得健康、美好和开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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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和珍爱之情。
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
强和洗礼。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弘扬
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
同传承，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发新的风采!

还有，随着端午节来临，也就意味着整个学期临近尾声。希
望同学们能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在老师们的指导下有计划有
目的的进行系统复习，也预祝同学们在高考、中考、期末考
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同学们，加油!

谢谢大家!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
已有20xx多年历史。

据《史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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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贵族强烈反对，
屈原去职，被赶出成都，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
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等，
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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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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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身。有些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说是让鱼
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
效仿。后来因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业包饭，
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每年5月5日定位端午节。

端午节，门查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洋，
这些，都是曾经在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总离不开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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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你不想吃，农耕社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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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
于保护和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
体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术，我国
造纸工业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
纸要到日本和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传统造纸
技术，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
国家的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
节举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手
轮节，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
统文化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
精神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又民族才是
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



我们传统文化，显然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
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落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
性。

端午节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也是我们的魂。屈原并
没有因为别国的强大而抛弃自己的故土。也未因自己人生的
失意而投奔别国。他的忠是一种广义的，一种大爱，一种永
恒，不计报酬与代价。用灵魂之歌来谱写生命之歌。也许我
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种大事大非的事。但你是否考虑过在我
们平常生活中其实又时刻都体现着忠，不计报酬与代价的忠
与你自己，忠于你所爱的人，忠于爱你的人。平凡，朴实没
什么不好，就看你如何走出自己的路，放出那属于自己的光
芒。

谢谢大家!

端午节演讲稿范文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那端午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端午亦称端五，“端”
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
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
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
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
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
腊、诗人节等等。

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
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
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



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
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
午节的龙舟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
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
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
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
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每年五月
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
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
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
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
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为了传承屈原的爱国传统，所以，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谢谢大家!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五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_班的__。今天我国旗下的主题是《端午节的由来》。

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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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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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进了泪罗江。当时
他62岁。

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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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拿出为屈原准
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据说鱼龙虾蟹吃饱了就
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后来，为了防止饭团被蛟龙吃掉，
人们便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的办法，这便是粽子的
原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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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
原的节日。

是怎样的精神促使这位伟大诗人纵身跃入滔滔江水呢?是那颗
忧国忧民、热爱故土的心。

祖国母亲用她的身躯为我们支撑了一片晴朗的天空，开辟出
了一片成长的沃土。今天的我们无需用舍弃生命来表达自己
的爱国情怀，我们只需把热爱祖国这一信念落实到自己日常
的行动上：努力学习，尊敬师长，遵守公德，全面发展，为
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今天的我们重拾起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不也是热爱祖
国的表现吗?

棕叶飘香，又一个端午节就要到了，让我们在品尝美味粽子
的同时，重温屈原先生的铮铮铁骨，继承屈原先生的爱国精
神吧!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六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今天我在国旗下的演讲题目是：纪念屈原，过端午节。

众所周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那么端午节是怎么来的
呢？端午节又称端午，“端”与“初”的含义相同，所
以“端午”又称为“初五”。端五中的“五”又和“午”相
通，根据地支顺序来推算，五月刚好是“午”月。因为午时
又有为“阳辰”的说法，因此端五也叫做“端阳”。此外，
端午节还有许多其他的名称，例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
诗人节等等。

端午节有那么多别称，间接解释了端午节习俗的起源，事情
也是如此。关于端午节的起源，现在至少有四五种说法，例
如纪念屈原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
三代夏至节说等等。

迄今为止，对端午节起源最有影响的说法是纪念屈原。在民
俗文化领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为赛龙舟。相传，古代楚国
的人们因为不舍得贤惠大臣屈原投江而死，于是人们纷纷划
船去救他。在他们追到洞庭湖的时候去不见了屈原的踪影。
后面，人们在每年五月初五这一天，通过划龙舟来纪念屈原。

端午节吃粽子是中国人民的另一个传统习俗。粽子，又
称“筒粽”、“角黍”，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诸多花样。每
年5月初，中国家家户户都会泡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
色品种也是多种多样。吃粽子的习俗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几千
年，并传到了韩国、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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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七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你们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什么传统节日
嘛?(端午节)对，是端午节。你们知道端午节的来历吗?让我
来告诉你们吧!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两
千多年的历史。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其中，纪念
屈原的说法流传得最广。历史上的这天，人们会通过赛龙舟、
包粽子等形式来纪念一颗不朽的灵魂——屈原。屈原是我国
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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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进了汨罗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爱国主义乐章。

我们的节日端午节演讲稿篇八

尊敬旳各位老师、亲爱旳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__年的6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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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毕生心血所成的作品。

屈原死了已有23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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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演讲结束了，谢谢大家！

2020端午节传统节日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