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 诵读中华经
典演讲稿(实用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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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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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正是在这历史的长河
中，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诵读国学经典致辞。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琴棋书
画到礼乐射御，从孝悌忠信到精忠报国，我们无不感受到祖
先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文化基因，在我们的血液里留下了中
华民族的烙樱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世世代代仁人
志士的薪火相传使我们的民族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之
林。

九隆实验小学从办学开始设立“国学经典诵读”课，我们立
足乡村语文教学实际，结合我校精细化的办学理念和实践，
积极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到目前已经初见成效。国
学经典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典范性著
作。通过诵读活动帮助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接受传
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熏陶，长远地默默地变化其气质。在吟诵
中继承和发扬中华精典文化的精髓，使得中华文明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具体实践中，我们把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我
校以“国学经典诵读”为切入口进行文化建设，营造“与经



典同行，与圣人为伍”的校园文化氛围，培育具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育人环境。校园本来就是文化传承的地方，国学经典
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精髓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正是我们需要弘扬
和发展的。

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是促进专业素养提升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
要手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国教育中对于国学经
典的传承显得比较苍白，有些经典对于老师来说也比较陌生。
通过“国学经典诵读”活动，达到教学相长，提升教师对国
学经典的认识和理解水平，从而提高教师思想道德修养，补
充教师精神文化食粮，进一步培养广大教师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最终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语文素养是学好其他课
程的基础，也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矗随着师生语
文素养的发展，教学质量也会相应的提升。

在进行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中，我校成立了以校长挂帅的国学
经典诵读活动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明确职责，细化分工。
从诵读教材的选择到诵读目标的制定，从实施方案的酝酿到
课程的落实检查都有专人负责。

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内容上，我们主张教学内容的多元化，在
诵读好必读书目的同时要结合班级实际情况为学生选择恰当
的书目，没有教材的可以让孩子们在诵读的时候自行抄写并
积累成册。

主要选择了《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内容。在学校
的教学实际中，我们的国学经典诵读不能停留在“诵读”的
层次上，重要的是让学生理解国学经典的深刻内涵，从内而
外地受到先贤圣人的影响，通过国学经典诵读能够通圣人礼，
知天下事，并且从行动中表现出来。通过经典诵读使我们的
学生能够从言语举止，行为习惯、内在修养、内在气质上都
能够上层次。

在活动的落实上，我们通过学校统一课时安排和班级课时安



排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坚持天天吟诵，上课教师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恰当的诵读量，从而保证了学生的诵读事件和诵读
量。

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站在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的高度，站在
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和谐发展的高度来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熔古铸今，就会使我们的广大青少年得到美好的文化滋养，
重整中国人内在的理想、良知和秩序，创造一个海晏河清、
祥和安乐的社会。

谢谢！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二

经典诗文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精华，是文学史上最具有生命力
的瑰宝。它历经岁月陶洗，千锤百炼，积淀了中华先民几千
年来的价值观念，人格精神和审美意识。千百年间，万口传
诵，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我们民族约定俗成的教科书。
对孩子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对民族精神的养育，都有
其他任何手段所无法代替的作用。

自从学校开展诵读经典诗文活动已来，我发现学生身上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1、学生的学习兴趣得到了激发，为了能把经典诵读诗文背下
来，并能在背诵比赛中获得好名次，许多同学克服了胆怯心
理，可以走上讲台大声地朗读，这给他们学语文增强了自信
心。

2、道德修养得到完善。经典诵读是进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的有效途径。经典故事讲述了许多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人
生哲理等在诵读期间，孩子们逐步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学习
习惯。通过背诵经典，也使学生从小就吸收经典的文化知识，
不但能够陶冶情操，培养儿童心地善良，性格温和，举止文



雅，促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且有利
于培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扩大知识面，有助于形成
良好的读书学习习惯。

3、学生的语文素养提高了。开展“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后，
我欣喜地发现学生的语言表达比以前更流畅、更风趣了。学
生对经典一遍遍地诵读，每一遍都是一个感知过程。在反复
诵读中，诵读的水平在步步提高，学生的理解、体会也层层
加深。同时，多读经典也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诵读
经典的过程中，不但提高文学修养，而且开阔了视野，知识
面不断扩大，语言表达能力也提高了。俗话说的好：“读书
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诵读可以使学生积累大量的妙词佳
句，他们的语言“材料库”在诵读中不断地丰富，而且也学
习到一些表达方法。

回首和孩子们一起走过的一年多诵经之路，我感慨，看着孩
子们在经典中获益，我欣慰!“读经典，学做人”活动还将继
续深入地开展下去，置身于书声朗朗的校园，我相信，今天
读经诵典的稚子孩童，将是明日德才兼备的国之栋梁。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五（13）班的__。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经典，
学礼仪，修内涵，塑操行》。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载体，华夏民族
的文脉；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的积淀，是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新世纪
的接班人，在我们成长的黄金阶段，应该多读经典，勤修内
涵。时刻不忘亲近《弟子规》，并以此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记住中华血脉的印记，守住我们的精神



家园。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才不会失去雄厚的文化根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能渊远流长地蓬勃发展下去。

《弟子规》依其要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编撰而
成。其内容主要是教育我们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
等做人的基本礼仪与规范。

去年，我刚刚步入__这个美丽如画的校园，耳儒目染地是
《弟子规》的谆谆教导，那字字句句语重心长的教导，似一
股清泉，轻巧巧地滋润了我的心田。我跟着学校广播，跟着
老师、同学，读那流传百年的经典话语，心里涌荡着一波又
一波的涟漪。那琅琅上口的三字一句，那耳提面命的礼仪规
范，那通俗易懂的行为准则，让我的一言一行有了努力的方
向，是我前进的标杆，让我三省吾身之时，有了一个最美好
的参照物。

记得以前，心情不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生闷气，父亲母亲
喊我，我任性地以沉默抗议，任凭他们喊破喉咙，我也坚决
不吭一声；甚至，在父亲母亲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回家的
时候，让我倒一杯茶，我也全凭自己一时的心情做事，爱搭
理就搭理，不高兴就充耳不闻。父亲母亲要是看不过眼了批
评我两句，我就顶嘴对抗，甚至大哭大闹地耍赖，完全没有
意识到自己的坏习惯导致的做人的失败以及为人儿女的不孝
顺。父亲母亲总是摇头叹气，拿我的大小姐脾气没办法。

但，读了《弟子规》之后，一切都变了！你听，父母呼，应
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
承……每读一次，我就脸红一次；每背一回，我就低头一回。
真为自己以前的任性淘气感到羞愧呀！就这样，不知不觉之
间，我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世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渐渐
的，渐渐的，我的举手投足有了温文平和的诗意优雅。爷爷
夸我懂事了，父亲赞我长大了，母亲说我乖巧了。老师更欣
赏我的通情达理了，同学更喜欢我的温和礼让了。一部《弟
子规》让我蓦然发觉，天更蓝了，花更香了，世界更和谐了，



而我的生活也日益美好了！

同学们，从今天起，从此刻起，让我们时刻牢记《弟子规》
的教导，时常诵读《弟子规》的教诲吧！早读的时候读一读，
课间休息的时候读一读，同学相处的时候想一想，待人处世
的时候想一想，扎扎实实地饯行《弟子规》，做一个文明礼
貌、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吧！读经典，学礼仪，修内涵，塑操
行。让我们带着《弟子规》踏上我们美好的人生之路，奔向
光明温暖的未来，做一个纯粹的人，优雅的人，一个真正知
书达理的中国人吧！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四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是君子。

《论语》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吴
兢说：“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成人之美、扬
人之善的是君子。

《左传》说：“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明朝
薛萱说：“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小人自满之气，不胜
其斜――宽容谦逊、一身正气的是君子。

《论语》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礼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悟本
求真、追求大道的是君子。

…………



如果，我们还是从前人的那些只言片语里去寻找君子的踪影，
去学习君子的品行，难免我们顾此失彼，东施效颦，邯郸学
步，做不了真正的君子，反而会贻笑大方。

我想，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对于君子的行为标准有一些自
己的想法。

我认为，做君子一样的中学生，起码要有这五点。

第一点，有德。

这个德，指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
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媚、不附、不奉、自
强不息，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要傲立
于世间的骨气。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谨而信，泛爱众”君子在家里是父母的好儿女，以孝悌顺从
为美德；“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君子在学校是老师的
好学生，以好学向善为美德；“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在社会是好
公民，以诚信正直为美德。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
道”“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君子在己，谦虚谨
慎，以遵守礼仪、安守道义为追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恶。“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君子待
人，仁厚宽宏，以扬人之”善、成人之美为己任。



“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君子
尊长爱幼，一身浩然正气；“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
之”“君子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从善如流，两袖朗朗
清风。

第二点，有礼。

这个礼，是礼貌，是礼节，是礼仪。“人无礼则不生，事无
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
人，不失言于人”人前举止不失体统，仪态不失端庄，言语
不失谨慎是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采和质朴相协调，
才是个君子。内修为德，外现为礼。

结语：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整理收集的经典朗诵稿的全部内
容了，希望对喜欢朗诵的你们有所帮助，谢谢谢阅读！

人生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从自己的哭声迎来别人的笑声开始

到别人的哭声送走自己的无声而告终

整个过程大体上由哭声、笑声和无声组成

该哭时你就嚎啕大哭

哭它个天昏地暗

该笑时，你就尽情的欢笑

笑它个鬼呆神惊

该无声时，你就要鸦雀无声

犹如那漫漫长夜静待黎明



宁可自己多一点哭声

也要给别人多增添点笑声

只有这样

才能在自己“谢幕”时

得到别人发自肺腑的哭声相送

人生是一次旅程

这次旅程从妈妈的的怀抱开始

到走进大地的墓陵

这次旅程犹如一年四季

春天花香，夏天草盛

秋天硕果，冬天雪景

它们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旅途中遇到激流险滩、电闪雷鸣

那是上帝的考验

旅途中能看到沧海日出、雨后彩虹

那更是生命中的万幸

不过无论如何要记住

千里游子终回故乡



一定要走得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首先我代表__小学对各位领导、家长能够在百忙中来参观、
指导我校的国学教育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现在，家长和老师们都有共同的认识，现在的孩子缺乏文明
礼貌，不尊老爱幼；缺乏合作意识，唯我独尊；缺乏吃苦耐
劳精神，抑制力不强；缺乏刻苦学习精神，厌学得多，学习
目标不明确。为啥？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疑问。关键是以前我
们只重视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如何做人的
教育。多年来，学校经过多方面的探究，寻找了一条教育孩
子成才必先成人捷径，那就是加强国学经典教育。国学经典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博大精深，通过对国学经典文
化的学习，不但能够增长知识，更重要是能够砥砺品行，健
全人格，涵养性情，提高修养，使孩子们学会做人。

以前学校系统的编印了国学经典校本教材，让学生诵读，从
这学期开始，学校统一订购了教材，把国学课列入课表，选
出专职教师任课，成立了教研组，还确定了研究课题，使国
学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在上学期，学校组织了第一届“国学经典诵读”展示活动，
效果非常好，得到了领导和家长的大力支持和好评，学生的
积极性也非常高，掀起了人人诵经典的热潮。今天结合中心
校十二月份国学经典诵读展示月活动，学校组织第二届“国
学经典诵读”展示活动，进一步推进国学教育的开展。以后
形成制度，每年将组织一次大型的展示活动。学校也准备把
国学教育作为学校的亮点，操场建好后准备在校园内立孔子
塑像，建孔子书院，楼道文化建设也以国学教育内容为主题，
让学生时刻受到国学经典文化的熏陶，力争把我们__小学打



造成国学教育示范校。

最后，祝这次展示活动圆满成功，也希望各位领导、家长参
观后多提指导意见。

谢谢！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六

大家好！

今年的五月十日是农历五月初五，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人们会通过赛龙舟、包粽子、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
这个不朽的灵魂。

根据《史记》《屈原贾生传》，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
臣。他提倡育才赋民，使致富，坚持联合反秦，遭到贵族等
人的强烈反对。屈原被逐出首都，流放到袁和湖南流域。流
亡期间，他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
篇，风格独特，影响深远。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京都、楚
国。屈原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又不忍一直
放弃自己的祖国。5月5日，他写完巨作《怀沙》后，投身汨
罗江，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

屈原死后，楚国人民非常悲伤，纷纷涌向汨罗江向屈原致敬。
渔民们划船，在河上来回打捞他的尸体。一些渔民拿出饭团、
鸡蛋等食物扔进河里，希望鱼、龙、虾、蟹吃饱了不要咬医
生的身体。有的拿了一坛雄黄酒倒进河里，希望能把龙水兽
弄晕，免得伤了屈医生。后来，由于担心饭团会被龙吃掉，
人们想出了用印楝叶包裹大米，并在大米周围包裹彩色丝绸
以发育成棕色种子的想法。

郭沫若评价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开创了浪漫主义



诗歌，创立了“与天地同命，与日月同光”的楚辞风格；发
明了香草美人传统。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无穷无尽的才华，
就像河流汇成大海，浩瀚无边。中文最长。抒情诗—— 《离
骚》，这是他一生的作品。

屈原已经死了2300年了。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他，主要是
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
以及“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作为一个改革家，由于当时客
观残酷的社会条件，屈原的政治理念和改革预期都是失败的。
但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和作家，他成功了。“天
下浑我独，天下醉我独”是他的气节，“路漫漫修远忙，我
上下寻”是他的大力气。他优雅如菊，圣洁如莲，他强大的
精神力量颂扬后人，激励无数中国儿女前进！

屈原的伟大不仅仅是他那令人难忘的诗篇，更是他那始终不
渝的爱国精神，不与奸夫贼子同流合污的崇高气节。屈原在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是不可或缺的，屈原在中国灿烂的文学
史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屈原的精神是不朽的。无论时间如何变迁，他永远活在岁月
的长河里，永远被人们铭记在心！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七

大家好！

今天，来到仰慕已久的xx大学出席“中华诵？xx经典诵读进校
园xx大学篇”晚会，我感到十分高兴。有着116年传统历史
的xx大学景色优美，是中国现代学制最重要发祥地之一，又
是一所在国内外都享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大学。在此，请允许
我代表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对在xx大学成功举办这次晚会表示
热烈的祝贺！

“中华诵”活动进校园，是教育部党组决定和倡导的。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
优秀诗词歌赋浓缩了汉语韵律、词章之美，寄寓着中华民族
传统的价值追求和审美理想，闪烁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
义光辉，展现出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高尚情怀。这些经典
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成为启迪
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丰富我们情感世界的精神源泉。用雅
言也就是普通话诵读经典，体味、感悟人生哲理，陶冶情操，
砥砺心志，受到优秀文化传统的滋养，是中国传统的治学、
修身途径。今天，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弘扬中华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需
要我们更加重视和发挥传统文化在提高人文素养、增强民族
凝聚力、提高文化软实力方面的独特作用。通过诵读亲近、
熟悉经典，理解、热爱经典，潜移默化中提升语言文字和人
文素养及审美情趣，进而把握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
仅有利于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公民语言文化素养，
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也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的直接而有效的途径，应该大力提倡，积极推进。

xx年，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在部分省市开展了“雅言
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两
年来，全国范围的诵读比赛、以四个传统节日为主题的诵读
晚会等活动，吸引了社会广泛参与、电视及网络等媒体的积
极传播，“中华诵”活动的影响力逐步扩大，受到了中宣部、
中央文明办的表扬，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在湖南
长沙刚刚闭幕的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中华
诵”经典诵读活动已被列为两岸文化交流的议题之一。xx年
从xx大学开始的这项诵读活动，除了在全国继续举办诵读比
赛和四个传统节日诵读晚会外，还要举办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专题诵读晚会，并推进诵读活动进高校、举办中小学生“中
华诵”夏令营，使经典诵读成为丰富学校教育和校园文化的
重要内容。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八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是君子。

《论语》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吴
兢说：“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成人之美、扬
人之善的是君子。

《左传》说：“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明朝
薛萱说：“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小人自满之气，不胜
其斜――宽容谦逊、一身正气的是君子。

《论语》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礼记》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悟本
求真、追求大道的是君子。

…………

如果，我们还是从前人的那些只言片语里去寻找君子的踪影，
去学习君子的品行，难免我们顾此失彼，东施效颦，邯郸学
步，做不了真正的君子，反而会贻笑大方。

我想，是可以的。不过，我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对于君子的行为标准有一些自
己的想法。

我认为，做君子一样的中学生，起码要有这五点。

第一点，有德。

这个德，指个人道德品质修养。



“君子者，权重者不媚之，势盛者不附之，倾城者不奉
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媚、不附、不奉、自
强不息，也就是说君子首先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有要傲立
于世间的骨气。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
而信，泛爱众”君子在家里是父母的好儿女，以孝悌顺从为
美德;“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
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君子在学校是老师的好学
生，以好学向善为美德;“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
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君子在社会是好公民，
以诚信正直为美德。

“谦谦君子，卑以自牧”“满招损，谦受益，实乃天
道”“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君子在己，谦虚谨
慎，以遵守礼仪、安守道义为追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君子有容人之量，小人存忌妒之心”“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君子待人，
仁厚宽宏，以扬人之”善、成人之美为己任。

“长则尊之，幼则庇之”“君子浩然之气，不胜其大”君子
尊长爱幼，一身浩然正气;“从善者友之，好恶者弃之”“君
子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君子从善如流，两袖朗朗清风。

第二点，有礼。

这个礼，是礼貌，是礼节，是礼仪。“人无礼则不生，事无
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
人，不失言于人”人前举止不失体统，仪态不失端庄，言语
不失谨慎是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采和质朴相协调，
才是个君子。内修为德，外现为礼。



小学生经典诵读演讲稿篇九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五（13）班的xx。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经典，
学礼仪，修内涵，塑操行》。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载体，华夏民族
的文脉；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的积淀，是我们的祖先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作为新世纪
的接班人，在我们成长的黄金阶段，应该多读经典，勤修内
涵。时刻不忘亲近《弟子规》，并以此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记住中华血脉的印记，守住我们的精神
家园。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才不会失去雄厚的文化根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能渊远流长地蓬勃发展下去。

《弟子规》依其要义，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的形式编撰而
成。其内容主要是教育我们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
等做人的基本礼仪与规范。

去年，我刚刚步入xx这个美丽如画的校园，耳儒目染地是
《弟子规》的谆谆教导，那字字句句语重心长的教导，似一
股清泉，轻巧巧地滋润我的心田。我跟着学校广播，跟着老
师、同学，读那流传百年的经典话语，心里涌荡着一波又一
波的涟漪。那琅琅上口的三字一句，那耳提面命的礼仪规范，
那通俗易懂的行为准则，让我的一言一行有努力的方向，是
我前进的标杆，让我三省吾身之时，有一个最美好的参照物。

记得以前，心情不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生闷气，爸爸妈妈
喊我，我任性地以沉默抗议，任凭他们喊破喉咙，我也坚决
不吭一声；甚至，在爸爸妈妈辛苦工作一天，下班回家的时
候，让我倒一杯茶，我也全凭自己一时的心情做事，爱搭理
就搭理，不高兴就充耳不闻。爸爸妈妈要是看不过眼批评我
两句，我就顶嘴对抗，甚至大哭大闹地耍赖，完全没有意识



到自己的坏习惯导致的做人的失败以及为人儿女的不孝顺。
爸爸妈妈总是摇头叹气，拿我的大小姐脾气没办法。

但，读《弟子规》之后，一切都变！你听，父母呼，应勿缓，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每
读一次，我就脸红一次；每背一回，我就低头一回。真为自
己以前的任性淘气感到羞愧呀！就这样，不知不觉之间，我
的言行举止、待人处世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渐渐的，渐渐
的，我的举手投足有温文平和的诗意优雅。爷爷夸我懂事，
爸爸赞我长大，妈妈说我乖巧。老师更欣赏我的通情达理，
同学更喜欢我的温和礼让。一部《弟子规》让我蓦然发觉，
天更蓝，花更香，世界更和谐，而我的生活也日益美好！

同学们，从今天起，从此刻起，让我们时刻牢记《弟子规》
的教导，时常诵读《弟子规》的教诲吧！早读的时候读一读，
课间休息的时候读一读，同学相处的时候想一想，待人处世
的时候想一想，扎扎实实地饯行《弟子规》，做一个文明礼
貌、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吧！读经典，学礼仪，修内涵，塑操
行。让我们带着《弟子规》踏上我们美好的人生之路，奔向
光明温暖的未来，做一个纯粹的人，优雅的人，一个真正知
书达理的中国人吧！

我的演讲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