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屈原爱国的论文字 端午节弘扬屈原
爱国精神演讲稿(优秀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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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爱国的论文字篇一

大家好！

今年的5月28日是农历五月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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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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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最长的抒情诗——《离骚》，就是
他集毕生心血所成的作品。

屈原死了已有23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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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爱国的论文字篇二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源远流
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20xx赞颂端午节中学生演讲稿，
继承发扬屈原爱国精神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马上就要到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关于端午节的由来相
信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者屈
原的节日。

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在的时代是
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在列强环视的状况下，
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墨守陈规，没有改革的
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
在了后面。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采取
的办法是偏安一隅，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
生活。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
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得
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显示了
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之心。

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耀在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机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神，
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于这
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民
众和谐。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
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会珍惜我们的
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

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
和平生活的向往，扫净了自雅片战争之后弥漫在中国人民头
上的阴霾，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拼搏来的。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励，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贡献心
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呵护自
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五月初五，泪罗江边，你——屈原，内心充满矛盾，充满无
奈，你是多么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为国捐躯，可是天妒英才，
不识人才得大王不给你机会，他昏庸无能，把大好江山毁于
一旦，你被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一次次侵蚀，直到再无楚国
存在。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你轻轻地哀叹，眼角间
流下难以掩饰的泪水，一滴滴那么晶莹，发出多么柔弱的泪
光，苍白的脸色中，勾住过往，遥望蓝天长长地哀叹一声，
无奈的吟唱起一句句诗歌，歌声响彻天地，似乎想激起高高
在上的人的“仁义”。

悲哀的声音中，表达了你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表达了
你怀才不遇的无奈心情;表达了你对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哀
怜之情!但不管你如何大声，可“伯乐”却不知在何处，你的
一腔热血只能演变成满腹悲愤。你无奈，发出千叹万哀都言
不了你那悲痛的心情!

泪罗江边，大风狂吹，江水更加汹涌，愤怒地拍打着江岸，
一男子轻轻一跃，就此殉身。

你，就是这一跃。从此，大地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此，中国传统节日中就多了一个。你可知，就在你殉身之
后，有多少人为你而泪流满面，直至今日，仍有多少人为你



感概不已。

你那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让我们赞叹不已，身为炎黄子孙的
我们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你的爱国精神。

从你殉身的那一日，“赛龙舟”便出现了，和“吃粽子”一
起成为端午节的特色，和你一起成为中国的传说。为了什么
呢?为了纪念你——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缅怀你的爱国精
神!

一本《离骚》，使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一个端午节，使
中华民族拥有传奇的一面;一种爱国情怀，更使中华人民的情
操更高尚!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你——屈原。

我为你而骄傲，又为你而悲哀。骄傲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位伟
大的爱国诗人而自豪;悲哀的是时代的背景让你的才华无法施
展，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却不常有，你是何
其不幸地遇到这样的“主”啊!

今天，我们仍然过着这，为的是纪念一位伟大的爱国诗
人——屈原!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端午节——让我们一起缅怀屈原》。

暮色苍远，心绪蜿蜒，有谁在演讲时刻注视着你?

麦子金黄，演讲艾草幽香，有谁在时刻聆听演讲着你的呼吸?

冷艳的孤寂、凄切清冷的时光，在炙烤演讲着你滴血的心。

迷失的渔火，重演讲新点燃你对未来的期盼。



端午是竹叶的色彩，端午是艾草的青涩，端午是屈原的祭日，
端午是人们永远的牵挂!

端午，白日，枕着艾草做梦

我的胃里，一个蜜枣的棕子，正试图和古代息息相通

三千年前的棕子不是太甜，是太苦，需要用汩罗江的水来解
苦

但滔滔江水太远，救不了近渴

就是今天，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是屈原的孩子

我的笔应该和屈原的血脉相连

但是我怎么也写不出

一只棕子如何香飘十里

粽子淡淡的清香，在艾草的苦味中飘浮。

笛声悠远，麦子饱满，汩罗江边，先生那愁苦悲愤的面容，
记忆犹新。

兴楚无望，为保高洁，你愤然跳入汩罗江。

你那悲壮的一跃

让泪流满面的诗句，飘散成绵延千年的梅雨，淋湿了后人的
思念

至今还依然震撼着世人的心灵。

端午节，传承了一种情怀，悲壮而凄美，气吞山河。



它向世人所传达的，是一个诗人忧国忧民、热爱故土的高尚
风格。

端午节，沉淀了一种精神，厚重而坚固，历久弥新。它向世
人所阐述的，是一个勇士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伟大壮举。

两千多年以来，端午节所特有的这种情怀和精神，从来未曾
改变……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鞠躬)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赛
龙舟，喜洋洋。”节日是生活给予人们的馈赠，因为在翘首
等待的过程中充满了惊喜，所有的准备也都是甜蜜的。端午
节的前几天，是最有气氛的。勤劳的人们格外忙碌和欢快，
空气里到处弥漫着粽叶的清香，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吧。

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xx多年历史。
每当到了这段时期，青年桡手们都意气风发，在朝阳的光线
下熠熠生辉。

鼓声响起，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坚实的肌肉随着动作一起一
伏，额上布满汗珠兀自反射着太阳的光辉，龙舟便如一支离
弦的箭，在平静无波的塘河上来去如飞。

看到此场景，我不禁想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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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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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集毕生心血
所成的作品。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爱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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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屈原因为热爱祖国、关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们的爱
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粽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
记20xx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贡献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
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呵护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
于炎黄子孙的人。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旳各位老师、亲爱旳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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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毕
生心血所成的作品。

屈原死了已有20xx多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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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爱国的论文字篇三

本周六是我们流行了几千年的端午节了，说起端午它的历史
可悠久流长了，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者屈原
的节日。现在成为我们国家法定的节假日，这一天全国人民
都放假，划龙舟，吃粽子，共同缅怀这位为国献躯的伟大爱
国诗人、政治家。

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在的时代是
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的楚国在列强环视的



状况下，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墨守陈规，没
有改革的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
的国家抛在了后面。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
阶级采取的办法是偏安一隅，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醉
生梦死的生活。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
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得
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

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
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显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
之心。

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耀在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机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神，
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于这
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玉可碎而不改其白，
竹可黄而不毁其节。”，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
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
贡献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
呵护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屈原爱国的论文字篇四

本站发布迎端午节演讲稿范文：不忘屈原，不忘爱国，更多
迎端午节演讲稿范文相关信息请访问本站演讲稿频道。



各位同学：

端午节就要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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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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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怕江中的鱼虾
会咬食屈原的`遗体，又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
用江米喂食鱼虾来保护屈原的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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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屈原因为热爱祖国、关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们的爱
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吃棕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
记2000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谢谢大家!

屈原爱国的论文字篇五

演讲稿是为了在会议或重要活动上表达自己意见、看法或汇
报思想工作情况而事先准备好的文稿。在当今社会生活中，



演讲稿使用的情况越来越多，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演讲稿很难
写吧，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纪念屈原爱国精神端午节演
讲稿，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每年都要过各种各样的节日，有些节日的确是可过可不
过，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可千万不能遗忘，每个
传统节日都有它存在的意义，也有它独特的过程，比如说，
清明节就需要祭奠自己以及逝去的亲人朋友;中秋节就需要一
家团圆，一起吃团圆饭，一起吃月饼，一起赏月;大家知道最
近要过哪个传统节日了吗?那就是端午节，在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会吃粽子，看龙舟等等，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节日，我
先在此祝大家端午节安康了!

可能有人就会有疑问了，你们可以在中秋节跟朋友说中秋节
快乐，但是端午节这天可千万不能说端午节快乐啊，因为端
午节是纪念屈原投江的日子，如果大家对端午节的来历有兴
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在此我就不细说了，这个经典的故
事还是留给大家自己去探索去揣摩吧。但是我可以简单的跟
大家说一下，爱国诗人屈原，眼看着自己的国家被战争淹没，
自己却无能为力，含恨跳入了江中，为了纪念屈原这种爱国
的精神，所以才有了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在端午节绝对会做的两件事就是赛龙舟、以及
吃粽子。这又有什么说法呢，其实都是有缘由的，因为当时
屈原跳去江中，百姓们当然就不希望这么一个好人就这么死
了，就争先恐后的划船去救他，后来不仅没救到，甚至连遗
体都没打捞到，这就演变成了现在的赛龙舟，而粽子在古时
候是叫角黍的，最初的粽子也是不是用叶子包着的，而是竹
筒，为了河中的鱼虾不吃屈原的遗体，就想着用“筒粽”先
喂饱他们，后来才慢慢的演变成用叶子包着的，这点大家都



不知道吧?因为我比较喜欢听故事，这都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不知道大家都会在端午节的时候干嘛呢，我和家里人每年都
是一样的安排，上午全家人一起早早的到了江边去占好位置，
就为了看赛龙舟，我会在那个时候突然能理解爸爸为什么那
么喜欢看足球比赛，因为真的好刺激，龙舟上的所有人都团
结一直，动作一致，在鼓手的打击节奏下，朝着目标前进，
那样的场景真的非常的壮观，当然也有很多意见不合，一起
练习时间不长的龙舟翻船的现象也有，我也是有幸见过一次。
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能吃到粽子了，香香糯糯的特别好吃，我
喜欢端午节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能吃到粽子，在其他时间可
吃不到，妈妈只会在这天辛苦下而已，其他时间再怎么叫她
也不会煮。

不管大家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咸粽子还是肉粽子，我希望大家
都能在吃粽子的同时怀念一下爱国诗人屈原。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