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 校园演讲稿演讲
稿(大全7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演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
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
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一

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实施者，是创建和谐校园的主力军。

1.树立典型，奖励优秀，努力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学校本
着师德师能两强、名优双提的原则，制定了一系列奖励和评
价目标，包括奖励校内名师、表彰教师业务进一步学习和提
升、评价校内学科带头人、评选师德模范、评选先进部门、
评选“学习、研究、实践”十大模范等。使广大教职员工严
格按照教师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以身边的榜样推动自己，热
爱自己的工作，奉献自己，积极进取。形成了强调学习、提
高质量和贡献的氛围。教师的外表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和社会
的高度赞扬。

2.以人为本，努力营造团结尊重的工作环境。通常我们
说“心情愉快，累不累”，这说明创造一个愉快的工作环境
有多重要。这必须将严格的要求与尊重和信任结合起来。关
键是从欣赏的角度看待教师，尊重教师的人格、劳动和合作
需求。因此，在工作方法上，我们注重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和谐的.环境凝聚人，以显著的成绩鼓舞人，以勤奋的氛围
培养人。我们也加强了情感投入，因为情感是校长和教职员
工之间的纽带。每年，我们都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
给老师送节日礼物，给有需要的工人送温暖，在沉默中看到
真相。



三、公开办学，民主管理，千方百计提高教师的主人翁意识。
我们在学校管理的各个环节实施校务公开工作，努力让教师
参与学校管理，做出民主决策，使学校的一切工作在社会、
家长和教职工的监督下进行。财务工作开放、经营活动开放、
收费开放、职务评估和晋升选先开放、教育教学活动开放等，
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认可。我们牢记校长、学校领导干部是
为教师发展服务的理念，从有利于教师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
努力让教师参与学校管理，让教师提出建议、实践、创造，
使学校发展，实现“大船”！

学校的“人本管理”最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学生身上，所以要
树立一切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理念。在尊重学生的前提下，充
分相信学生，建立民主的师生关系；在关爱学生的基础上，
建立新的有效的教育模式；通过依靠学生，我们培养的每个
学生都能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发展每个学生的
潜力。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开展各种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其中，区级项目“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方式方法研究”已
成功通过自治区教育科研规划办公室的验收，并被评为自治
区优秀的科研成果。本课题以学校社会实践活动为主体，在
学校集体组织下开设三个系列，即野营培训实践活动、参观
基地实践活动、节假日专项实践活动；以亲子社会实践活动
为左翼，在父母的领导下，每年开展两个黄金周；以独立的
社会实践活动为右翼，在《小马过河》实践活动手册的提示
下，学生将在寒暑假独立完成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这三
种社会实践活动贯穿于学生生活的所有时间和空间。在活动
中，我们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从而在实践中
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和认知能力。

2、改革评价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评价起着指挥和导向的作用，因此，我们将学生评价方法改



革作为课程改革的首要任务，通过学习和实践，我们制定了
兴安二小学学生评价体系改革计划，其目标是改变传统的评
价方法，建立一套促进学生综合发展的评价体系。在几年的
课改实验中，我们进行了一些探索。如果评价主体不再是唯
一的教师，学生可以自我评价，互相评价，学生家长也参与
评价；评价内容更全面，包括知识、情感、态度、行为习惯、
意识形态表达等；评价方法采用开放的定性评价、通常的表
现、口试、笔试……去年寒假，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动员
各年级、各科骨干教师编制《爱的期待》，使评价更加科学，
真正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二

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富有特点的饮食礼俗，发达的
程度也各不相同。中国人对于饮食礼仪习惯都是比较讲究的。
中国人的饮食礼仪也是比较发达以及完备的。那么，大家知
不知道中国饮食文化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吧!

中国人自古至今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技术的高
超，菜式的多样，造型的精致，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
化。

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
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
关系等，深厚广博。

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



(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
文化的天生丽质。

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
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
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
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
富，是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富有特点的饮食礼俗，发达的程度也
各不相同。

中国人的饮食礼仪是比较发达的，也是比较完备的，而且有
从上到下一以贯通的特点。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

在中国，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得知，至迟在周代时，饮食礼仪
已形成为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

这些食礼在以后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在古代社会发
挥过重要作用，对现代社会依然产生着影响，成为文明时代
的重要行为规范。

有主有宾的宴饮，是一种社会活动。

为使这种社会活动有秩序有条理的进行，达到预定的目的，
必须有一定的礼仪规范来指导和约束。

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都有自己的一套规范化的饮食礼仪，
作为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维吾尔族待客，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糕点、冰糖，夏
日还要加上水果，给客人先斟上茶水或奶茶。

吃抓饭前，要提一壶水为客人净手。

共盘抓饭，不能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回盘中。

饭毕，待主人收拾好食具后，客人才可离席。

蒙古族认为马奶酒是圣洁的饮料，用它款待贵客。

宴客时很讲究仪节，吃手抓羊肉，要将羊琵琶骨带肉配四条
长肋献给客人。

招待客人最隆重的是全羊宴，将全羊各部位一起入锅煮熟，
开宴时将羊肉块盛入大盘，尾巴朝外。

主人请客人切羊荐骨，或由长者动刀，宾主同餐。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一般的程序是，主人折柬相
邀，到期迎客于门外;客至，至致问候，延入客厅小坐，敬以
茶点;导客入席，以左为上，是为首席。

席中座次，以左为首座，相对者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
二座之下为四座。

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

宴毕，导客入客厅小坐，上茶，直至辞别。

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规程。

现代的标准规程是:斟酒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
先女宾，后男宾。



酒斟八分，不得过满。

上菜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
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金鸭、全鱼等整形菜，不
能把头尾朝向正主位。

在中国古 代，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
礼仪体现等级区别。

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
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

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
藿羹"。

有菜肴二十余种。

"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
品，珍用八 物，酱用百有二十瓮"。

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

《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
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 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
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

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
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



人 之右。

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

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

"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
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 边。

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

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

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

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

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

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
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
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

《礼记·曲礼》载:"共食不 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
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

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

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

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

客歉醢，主人辞以篓。



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

毋嘬炙。

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
坐。

"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 可只顾自己吃饱。

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

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
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 要把咬过的鱼肉
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

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
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 调和菜汤。

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
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 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
够。

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

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

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
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
客人再坐下。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三

在汉族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封建社会漫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分期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至今仍无完全一致的结论，但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已进入封建
社会，则已基本上得到统一的认识。

关于汉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汉
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为统一的民族，
至1840年，经历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两千多年的发展
过程;1840年以后至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得到新的发
展;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与中国各族人民一起逐步发展为
社会主义民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在“大一统”中，华夏民族也
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采取了推行郡县
制，规定“书同文字”，统一货币、度量衡和“车同
轨”、“行同伦”，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措施，统一和稳
定华夏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国家统一的条件下，汉族形成了统
一的民族。

秦统一以后，华夏的族称仍然沿用。但原属山东(崤山以东)
六国之民，已同为秦朝“黔首”。秦虽国祚短促，然而西
域(包括今新疆)诸族、匈奴至汉代仍称中原人为秦人。而汉
王朝从西汉到东汉，前后长达400多年，为汉朝之名兼华夏民
族之名提供了历史条件。另外，汉王朝国势强盛，在对外交
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朝的使者
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

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
夷、收闽粤和南粤，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空前频繁的各种交
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吕思勉
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吕振羽则说：“华



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总而言之，汉
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

东汉以后，中原大乱，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四分五裂，到处
是封建割据，到处是纷争战乱。在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
之中，各民族或部族四处流徙，北方匈奴、鲜卑、乌丸、氐、
羌纷纷入主中原，史称“五胡乱华”，江汉地区的部分蛮族
也涌进中原，在中原地区形成汉族与匈奴、鲜卑、乌丸、氐、
羌及蛮族交错杂居的局面;而北方汉族人民又大批南移;史
称“衣冠南渡”，在长江及珠江流域形成汉族与蛮、俚、僚
等南方少数民族或部族交错杂居的局面。但他们大多已被汉
族同化，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变成了汉族的一部分了。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四

汉族的春节是正月初一,它地前一天就是除夕,这一天大家都
要吃年饭,年饭的菜起码有二十几盘,家家户户围几桌来吃.吃
饭的时候,人人都说说笑笑,小孩子们围成一桌,中年人围成一
桌,老年人围成一桌.大家都在谈论饭菜的美味与今年都做了
些什么,这些都是中年人说的,老年人就说一些关于自己家里
的事,小孩子就飞快地吃完饭说着怎样去玩,去玩什么.吃年饭
是春节很热闹的一个场景。

最热闹的应该是晚上了,小孩子们都跑在外面空旷的地方烧爆
竹,你追我赶,嘻嘻哈哈真是太开心了.而那些从外地打工或者
做生意回来过年的大人们,一般都会买好几千元的烟花来放,
放烟花时,孩子们都坐在成一排来看那美丽的烟花,每放完一
个大家就大声地叫好.这时候,老年人一般都出来坐在树阴下
看着那些快乐的孩子们,同时也就回想着自己的童年时代的艰
苦,和现在的幸福生活,每个老人面上都挂满了笑容.放烟花也
是春节中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情景。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五

不同地区、国家、民族的民间舞蹈都是不一样的，下面小编
为大家介绍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动形式吧！

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季节性，耽误农时会直接影响到收获和
人们的生活。春节标志着春天和春耕即将开始，春耕的好坏
决定秋收，关系着人们的温饱生活。所以，古时从官府到民
间立春日都有隆重的迎春仪式，春节期间要祭神求丰年，进
行歌舞娱乐活动，后来又延续到灯节。过去，汉族民间舞蹈
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由族长或有威望的人充当会首出面组
织。时间依据农时，目的是顺应自然、祈天赐福、追求安定
与温饱。因此，活动的形式都与年节中祭神、祭祖结合在一
起。

香会、赛会俗称庙会，或“出会”“走会”。香会是人们到
寺庙中烧香敬神，赛会是请神出巡，歌舞悦神，许愿、求福。
这种庙会、迎神赛会是佛教传入中原后才兴起的。按照佛教
的仪轨，农历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的生日与成道日，届时
抬佛像出巡，众人迎神献花祭祀，并以歌舞百戏悦神，称之为
“行像”。从此“行像”遂成为迎神赛会的开端流传后世。
由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述的景乐寺内表演歌舞、百
戏，长秋寺行像时，由狮子舞为前导，可知佛教悦佛、行像
的歌舞活动对中原文化和中原民间舞蹈的影响。后来的庙会、
迎神赛会，都是此风习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古代祭祀神灵、
祖先风习的'沿袭。

庙会是以该庙所祀之神的诞辰为期，一般进行半个月左右的
活动。如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的圣诞是农历四月十八日，会
期从四月初一开始，东岳大帝的圣诞是三月二十八日，北京
东岳庙的庙会从三月十五日即开始进行。清代磷庆《鸿雪因
缘图刷中，绘有山东临清县在泰山圣母诞辰时，该地称
作“社火”活动的图画与文字说明。



香会、赛会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但由于庙会既是祭
祀活动，又是当时的贸易市集，群众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极
为方便，而且村民们既能朝山拜佛寄托心愿，又可买到各种
所需商品，还能玩赏、娱乐，这就是它历经两千年，一直延
续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客观上，它对民间舞蹈的发展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许多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得以继承
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寺庙为中心进行迷信活
动的香会、赛会逐渐消除，各种民间舞蹈活动多集中于年节
时进行，人们虽仍把它叫作“庙会”，但已消除了封建迷信
的色彩，成为风俗性的群众娱乐活动。进入1990年代以后，
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型庙会迅速兴起，各地农村争相效仿，
又再成为一种时尚。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六

元旦就要来了，很多小伙伴都开始准备过节了，下面就由小
编为大家整理汉族的元旦的作文，欢迎大家查看！

不一样的欢庆xx年元旦，望给大家带来帮助！今天，我们全
校举行了“庆祝元旦———冬季运动会”的活动，一早，同
学们高高兴兴来到学校大操场。

今天是星期五，再过三天就是xx年元且了， 今天我们班级就
要举行元且庆祝party。这次活 动是由我和班长负责的，准备
时间：2天。老师向我 们下达了这个命令，我们立刻忙了起
来，想着：要在 两天内完成元旦party的布置工作，必须快
马加 鞭了。

黑板上引人注目的大字“元旦快乐”花团锦簇，活力四溅。
同学们坐于各自的位置上，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七嘴
八舌好不热闹，空气中流动着一股异常的兴奋。阳光映在窗
子上，让整间舞蹈室更显温暖。



新的一年又要到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开心、快乐的情景。
新年，我打算回老家，因为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家乡的亲
人非常想念我，我也非常想念他们。他们见到我一定会开心
得合不拢口的。新年，我们一定会一起吃团圆饭。

在我看来，元旦晚会是一年之中最快乐的活动。我们通常在
一个星期前就激动万分，然后几天前开始买彩纸，自己制作
拉花，张灯结彩，连灯也用彩纸包起来买气球，挂在教室的
每个角落买瓜子、苹果、橘子好让大家吃得舒心，玩的开心。
元旦前的那几天元旦前的那几天，我虽然倒了大霉！受了很
多委屈，但是我大人有大量还是很高兴的！嘻嘻。那时候，
我们滴班主任开始给我们下主令说：调皮鬼们，您们不要乱，
行吗？（因为我们班的纪律n乱的）现在我们快要期末考。

今天是元旦，新的一年又来到了，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喜气
洋洋。听说为了迎新年，昭明台免费对外开放博物馆，我们
一大早就来到这里。看着长长的领票队伍，我有点失望了，
恨自己怎么不早点起床？我和妈妈等了很久，终于领取一张
门票。

时光老人的脚步即将走过，跨向。今天，我们班举行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庆元旦活动。走进教室，元旦两个大字映入眼帘，
带给我们好心情，彩色的气球储存着我们对美好的憧憬，飞
向天空，真是焕然一新呀！

小演员们闪亮登场，为我们表演《黑网吧》，演了由网吧的
争执而引发的一场命案。同时也告诉我们，网络有许多陷阱，
不能沉溺于网络世界，要维护身心健康，未满18岁，不能进
入网吧。接着的小品更是绘声绘色，笑料百出，使我们笑的
前俯后仰。演员们全身心投入到其中，我们津津有味的观看，
不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演员们的充分准备可见一斑。

游戏环节是必不可少的，这次的游戏是萝卜蹲，嘿，听着名
字就好奇。游戏规则是有几个衣服颜色不同的同学组成，围



成一个圆形，主持人为使我们更加了解，举了个例子：衣服
颜色是红色，就说红萝卜蹲，红萝卜蹲，红萝卜蹲完白萝卜
蹲。第一轮开始了，萝卜宝宝们上场了，经过一番激战，冠
军从而诞生。第二轮，人数了，那么错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我参与其中，享受乐趣。首先介绍自己是什么萝卜，我穿着
花色的衣服，就介绍自己：“我是花萝卜！”比赛开始，我
提高警惕，竖着耳朵听。“绿萝卜蹲，绿萝卜蹲，绿萝卜蹲
完花萝卜蹲。”我连忙接招，“花萝卜蹲，花萝卜蹲，花萝
卜蹲完灰萝卜蹲。”接着是黄萝卜，黄萝卜没听见，被罚出
局了。“花萝卜蹲完黄萝卜蹲。”我说着，对面的灰萝卜提
醒我黄萝卜已经出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只好出局。

虽然活动结束了，但那欢乐的笑声依旧萦绕在我耳畔，久久
不能忘却。

在那年元旦，我还在家乡的小城里苦读高三。因为离家较远，
元旦的假期时间又短，我只好独自蜷缩在宿舍的一隅。

空旷的宿舍，是那样的宁静。透过冷冰冰的窗子，凝望着窗
外满世界飞舞的雪花，心中涌动着无限的酸楚和惆怅。

渐渐的，夜色已经笼罩了整个城市，雪花也狂舞的更加厉害
了，顷刻间洁白的精灵已染白了大地。遥望着家的方向，想
到此刻也许我亲爱的爸妈一定在饭桌前思念他们心爱的儿子
吧。

我的元旦怎么过呢？这时我想到上周的测试，我获得了满分
的好成绩。对！何不接借此犒劳一下自己呀。

节日的校园，是那样的冷清，即使偶尔的三两成群，留给我
的也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雪花还在拼命的飞舞，北风似刀
子一样凛冽着。当经过教师的家属楼时，听着温馨的欢笑声，
我的心不禁更加失落。但一想到那满分的成绩，我的心又开
始了坚强，不禁又加紧了脚步。



我走进了一家烩面馆，刚已进门就问到了诱人的面香，看到
了老板娘在热情的招呼着每一个客人。店里的人不是很多，
但老板娘那热情的笑容，诱人的面香，使人感到一种宾至如
归的感觉。

“孩子，您想吃些什么？”老板娘迎过来亲切的问道。

“一大碗烩面吧。”看着肩上的雪花，想到凛冽的北风，我
就这样的应道。

“孩子，您的饭一做好了，”老板娘的一句话，打断了我的
思绪，我赶紧放下了试卷，接过了那碗热气腾腾的面。

“孩子，还在学习呀！节日放假了也不回家，真用功呀！”
老板娘一旁的唠叨着，临走也不忘在我的试卷上瞅了一眼。

外面天气的寒冷，几个月的空腹拼搏。看到一碗清香可口的
面，就象一只饥饿的小羊见到一片绿油油的麦苗一样，三下
五除二的工夫，吃了个精光。

着样的工夫，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也就是在老板娘一转身
的工夫，我又叫住了她。付帐。

我随手就在自己的外套里掏钱，糟了，忘记带钱了。我不有
的一阵惊慌，上下摸索个不停，脸也涨的通红。

我红着脸不住的说“是，是，是……”

“交易？”我不解的问到。

听到这，我的心头一热，说不清是在感动，还是愧疚。



汉族民俗的演讲稿篇七

引导语：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汉族乐器介绍，谢谢您的阅
读，祝您阅读愉快。

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用，他把乐看成个人道德修养得
以完成的一个重要阶段。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
于乐。”(《论语·泰伯》)孔子也是音乐家，善于论述音乐
的随笔很多。他曾正式习琴，在悲伤与欢乐时抚琴以慰，并
传授弟子。据说他有三千弟子，其中通六艺者达七十二人。
孔子之所教，可称为"诗、书、礼、乐"。也就是说，在他的
哲学中，道德与音乐居于同等地位，力图以音乐来品德。

孔子非常爱好古琴，并能自行作曲，关于音乐的`评论也见于
论语中。他认为韶乐那样的音乐，尽美亦尽善，但武王的音
乐，虽尽美而不尽善，这恐怕是指后者非常偏重技巧而没有
内容，这是值得注意的(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
尽善也)。

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
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传统。这种
文化传统在其后的音乐发展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如战国时
期的楚辞、汉代的百戏和乐府民歌、隋唐的歌舞、宋代的词
曲等，都和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

秦统一六国后，秦地本土音乐和东方六国音乐出现了大的融
合，胡地音乐也开始对秦乐产生了一定影响。自汉代起，西
域音乐逐渐传入中国，如横吹、羌笛、琵琶、羯鼓等，本来
都是西域的乐器，这时已经与来自北方胡地的笳、角以及中
原本有的乐器共同组成了汉代的鼓吹乐，这种乐器的组合反
映了各民族间音乐文化的融合。魏晋至唐代，南北方少数民
族音乐进一步与汉族音乐相交融，流行在北方的相和歌与南



方的吴歌、西曲相结合，形成了新的音乐形态“清商曲”，
产生了《春江花月夜》等着名的传统民族乐曲。佛教音乐也
在此时传入中国，出现了“改梵为秦”的中国佛教音乐。中
国音乐对各民族音乐的兼收并蓄，充分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
民族特色，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力和适应性。

中国对乐理的认识也很早。周代就已经创立了五音阶体系和
七音阶体系，称“五音”(或“五声”)和“七音”。五音即
宫、商、角、徵、羽，大致相当于现代简谱上的1、2、3、5、
6;七音是在五音的基础上增加了变徵、变宫，大致相当于现
代简谱上的4、7。古人还把五音和五行相配合，宫、商、角、
徵、羽分别对应土、金、木、火、水。这说明，当时的音乐
观念也深受阴阳五行哲学思想的影响。

1.拉弦乐器

拉弦乐器主要指胡琴类乐器。其历史虽然比其它民族乐器较
短，但由于发音优美，有极丰富的表现力，有很高的演奏技
巧和艺术水平，拉弦乐器被广泛使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与
伴奏。

拉弦乐器大多为两弦少数用四弦如：四胡、革胡、艾捷克等。
大多数琴筒蒙的蛇皮、蟒皮、羊皮等;少数用木板如：椰胡、
板胡等。

少数是扁形或扁圆形如：马头琴、坠胡、板胡等，其音色有
的优雅、柔和有的清晰、明亮;有的刚劲、欢快、富于歌唱性。

乐器：二胡、高胡、京胡、三胡、四胡、板胡、坠琴、坠胡、
奚琴、椰胡、擂琴、二弦、大筒、轧筝。

2.弹拨乐器

竖式，如：琵琶、阮、月琴、三弦、柳琴、冬不拉和扎木聂



等。

弹奏乐器音色明亮、清脆。右手有戴假指甲与拨子两种弹奏
方法。右手技巧得到较充分发挥，如弹、挑、滚、轮、勾、
抹、扣、划、拂、分、摭、拍、提、摘等。右手技巧的丰富，
又促进了左手的按、吟、擞、煞、绞、推、挽、伏、纵、起
等技巧的发展。

弹奏乐器除独弦琴外，大都节奏性强，但余音短促，须以滚
奏或轮奏长音。弹拨乐器一般力度变化不大。在乐队中除古
琴音量较弱，其它乐器声音穿透力均较强。

弹拨乐器除独弦琴外，多以码(或称柱)划分音高，竖式用相、
品划分音高，分为无相、无品两种。除按五声音阶排列的普
通筝等外，一般都便于转调。

各类弹奏乐器演奏泛音有很好的效果。除独弦琴外，皆可演
奏双音、和弦、琵音和音程跳跃。

我国弹奏乐器的演奏流派风格繁多，演奏技巧的名称和符号
也不尽一致。

乐器：琵琶、阮、月琴、秦琴、柳琴、三弦、筝、古琴、竖
箜篌、雁柱箜篌。

3.吹奏乐器

我国吹奏乐器的发音体大多为竹制或木制。根据其起振方法
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气流吹入吹口激起管柱振动
的有箫、笛(曲笛和梆笛)、口笛等。

第二类，气流通过哨片吹入使管柱振动的有唢呐、海笛、管
子、双管和喉管等。



第三类，气流通过簧片引起管柱振动的有笙、抱笙、排笙、
巴乌等。

由于发音原理不同，所以乐器的种类和音色极为丰富多彩，
个性极强。并且由于各种乐器的演奏技巧不同以及地区、民
族、时代和演奏者的不同，使民族器乐中的吹奏乐器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形成极其丰富的演奏技巧，具有独特的演奏风格
与流派。

4.打击乐器

我国民族打击乐器品种多，技巧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根据其发音不同可分为：

1、响铜，如：大锣、小锣、云锣、大、小钹，碰铃等;

2、响木，如：板、梆子、木鱼等;3、皮革，如：大小鼓、板
鼓、排鼓、象脚鼓等。

我国打击乐器不仅是节奏性乐器，而且每组打击乐群都能独
立演奏，对衬托音乐内容、戏剧情节和加重音乐的表现力具
有重要的作用。民族打击乐器在我国西洋管弦乐队中也常使
用。

民族打击乐可分为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高的两种。

有固定音高的如：定音缸鼓、排鼓、云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