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 中国
传统文化演讲稿(大全7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大家好。 我们的祖国在漫长的岁月里，孕育了长青的山川，
长碧的江水，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可堪自豪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是我
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所以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
《xxxx》。

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就学术思想而言，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儒释道三家思想
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
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
依托物。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主要是文化的民族内涵和现代性之间的
张力问题。因此，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中间呈现的诸多问题，常常离不开文化的思考。就是说，从
文化的视角解读现代社会，有可能把很多问题说得更清楚一
些，单一的政治解读、经济解读、军事解读，都不容易把一
个国家和社会研究明白。

我的一个看法是：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
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文化。这是一个文化与社
会与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循环圈，这个循环圈为我们提供
了对社会现象作文化解读的可能。我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



我觉得，当代中国文化方面的欠账太多。因为我们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把文化混同于意识形态，以至文化排斥多于文化建
设。殊不知文化建设是需要依赖社会的。经济的市场化自然
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但社会不能市场化，社会的教育与学
术尤其不能市场化。人类的道德理性（譬如操守）和美好的
情感（譬如爱情），不能市场化。总之，经济强国的建立，
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问题，有一个自我的文化身份和与他者
的关系问题。走向现代，那么传统呢？走向世界、一切方面
都试图与国际接轨，那么自己呢？所以，便有了对自身角色
作文化辨认的需要，而角色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传统。如果说
一百年前、三十年前，可能还会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和民族的
文化传统是不相容的，但今天，已经很少再听到这种声音了。
我们长期反思的结论是：现代化不能完全丢开自己的文化传
统，不能离开自己的出发点，不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五千年的文明，三
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与
文化。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时候，中国的唐代就已经迎来
了自由歌唱的历史时期，唐代的多元繁荣是中国文化史的最
辉煌的记忆。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
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
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
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
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但长江文化为我
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
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如此的不同。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
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



造型吗？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
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
是另外一番景象。有一年我参观河南的博物馆，看到黄河流
域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各种鼎器的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
感觉很震撼。后来馆长带我去看另一处存放的青铜器，一排
的鼎器，但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
河流域差不多。馆长让我想想是哪里出土的？我说可能是三
楚。他说是啊，“楚王好细腰”嘛。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
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楚文化确实有自
己的特点。长江下游的浙江则有大规模的玉器出土，就是有
名的良渚玉器，不光有人身上佩戴的饰物，而且有生产工具
和军事器械，例如玉斧、玉刀、玉箭、玉剑等等。所以考古
学家怀疑，我国古代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玉器时期。这些洁白
坚硬的玉器，或许也可以让人联想到浙江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所以，不仅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不同，长江上中下游的文化
也有很多差异。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
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
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
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
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
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
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佛教是在东汉时
期由印度传到中国的，这么一个外来宗教慢慢变成中国自己
的宗教，是由于儒家的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道教的产生也
在东汉，当佛教思想刚刚传进来的时候，起来进行反驳和讨
论的居然不是儒家而是道教。因为道教是宗教，所以对另一
种宗教的理念不能认同。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写过有名的《神
灭论》，就是批评佛教思想的。他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据
陈寅恪先生考证，范缜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以及他自己，
都信仰天师道，这是道教的一个分支，他反对佛教，是由于
他有道教的家传影响。



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
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
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
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
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
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
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
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
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
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
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
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
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
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
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
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
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
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
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
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
到它的碎片。所谓“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
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
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展落在了世界文明的后面。不少史学家喜欢讲清朝如何不可
一世，喜欢讲“康乾盛世”，但是我个人的看法，中国落后
的直接触点其实还是发生在清朝。由于康熙晚年到后来奉行
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与外人建立正常的交流关系，使中国处
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唐朝为什么那样强大而且繁荣？胸怀
宽广地与中亚以及其他国家建立稳定的文化商务关系，是重
要的一因。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人很愿意跟中国交流，但



是清朝统治者不接受他们伸出来的手。显例是1793年英使马
戛尔尼以给乾隆祝寿的名义率船队来华，带有乔治三世国王
给乾隆帝的祝寿信，希望与中方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并在双
方首都互设使馆。清朝认为根本无此必要，价值1。56万英镑
的600箱礼物收下了，马戛尔尼则除了拿到一柄精美的玉如意，
等于空手而归。我以为至少是此次，不是西方而是清朝统治
者主动放弃了交流的历史机会。否则，如果当时能够主动打
开和欧洲经商的通道，后续的发展也许就不是后来的面貌了。

到了晚清，中国的大门被西人的船坚炮利打开，欧风美雨狂
袭而至，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发生了危机。1911年持续几千
年的帝制解体了，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龙椅，以“三纲五
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就是传统社会的大传统，还能够
继续发用吗？中国的固有文化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生？
或者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传统中国经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顺利地进入现代中国？中国传
统文化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百年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直到今
天仍不能说已经获致完全的解决。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我叫郑艳玲，是佳木斯市第一小学一名教师。在这春暖花开，
万木争春之季，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校参加这次评比活动，
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点粗浅认
识向各位领导汇报。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优
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很多内容，概括地讲，可以用“一片
阳光、一块沃土、三棵大树”来表述。其中，“一片阳光”
是指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包括了天道自然、人天合一、五行
相克、阴阳和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就像一片阳光，照耀着
中华民族五千年前进的步伐。“一块沃土”是指中国传统文
化这块肥沃的土地，包括区域文化、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三
个要素。上有阳光的照耀，下有肥沃的土地，就长成了“三



棵大树”，这三棵大树就是儒、道、释，好比这片“沃土”
里的氮、磷、钾，使得这片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先师用这种文化治理鲁国三个月就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
户”“四方之客归之”的社会状况；周朝的成康之治，更是
达到“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可见其和谐程度；山西晋商，
运用儒家思想，以义制利纵横欧亚九千里，诚信为本称雄商
场五百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啊，四大文明古国中，也只有
中国的文化被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一直随时代发展至今仍闪
耀光芒。

具体到我们的教育来说，在教育过程中传统文化对学生人格
塑造、加强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增强社会主人翁意识、加强
传统道德教育都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从行为模式、
思想倾向、心理倾向、心理素质、自我意识等多个方面塑造
学生的人格和行为。然而如此重要的教育手段却在我们的教
育中经常被轻视忽略。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使越
来越多的学生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多的依赖家长，
缺乏自立能力，欠缺劳动习惯；自私自利，不太合群，集体
观念淡薄；花钱大手大脚，不珍惜劳动成果；是非观念淡薄
的意识。在任何地方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没有任何民族
意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这样将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新
时代的学生是一批没有自己正确价值取向的人。对于学校来
说，就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汲取中国传统文化
的营养，着眼于继承发展它的心髓，适时开展人文素质教育
和传统美德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熏
陶，让他们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

现在我要说，要想得到智慧、尊严、快乐，那么你一定要去
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学习，而且要用自己毕生的力
量去传播，因为现在全世界都需要这种文化。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我更喜欢另一种说法：天下之事教育为先!我们从事
的是教育子孙后代的职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更有
责任向学生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用传统文化净化灵魂，升



华思想，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华大地上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
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
的总体表现。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演讲
稿，欢迎参考!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宏人。”曾子说：“士不可以弘
毅，任重而道远。”然而，在这所谓的道义背后，在一桩桩
英雄事迹之中，始终有一个千年不变的精神内容存在，这便
是—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在民族适应环境，改造世界，形成自己特有
语言，习俗和人文传统的长期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富有生
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
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先有孟子的“养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后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洪精神，
等等一切为祖国，为人民勇往直前，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途上，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

xx大报告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任
务加以强调是对民族精神内涵的发展，也是对文化建设理论
的深化。培育民族精神应该从大小环境做起，大小年龄进行



普及教育。大的环境，国家应该倡导，鼓励这种精神，使国
民具备这种精神，并使其变为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的动力。
而从小的方面来说，应该在各类教育中渗透教育弘扬民族精
神，大力发展教育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教养。

当前，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首先要培育与弘扬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自
强不息、清正廉洁、永不自满，乐于奉献等的民族精神，不
落于时代而不断发展;不囿于陈规而勇于创新;不敢于骄傲而
奋发向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
今天的伟大变革和新的伟大实践，正是孕育新民族精神的最
佳时期，我们要抓住机遇，反复提炼，不断总结，为民族精
神的宝库增光添彩，这既是民族精神发展的攻坚战，又是民
族精神前进的光辉点。

仰望中华世纪的圣火我们感到中华民族正闪耀着我们民族特
有的坚忍不拔，不畏艰难的伟大精神。而且，正是这种不屈
的民族精神，使古老的中国从落魄中重新崛起，并再次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作为祖国后代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同先辈
们一样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真正地做
到：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报效祖国。这不但是每个中华儿女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根本途径，更是祖国对我们的要求。

让我们一起为中华传统文化这颗长寿树浇水、施肥吧!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她的名字叫“中国”。我们都是龙的
传人，我们身上流动着同样的血，学习着同样的文化，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推动着人类进步，为人类培育出一代又一
代英雄儿女，我们中华儿女应该学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我们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爱护环境，
尊老爱幼，做好人好事都是我们的美德。

一提到中国人雷锋，这可能都是妇孺皆知的事情吧，中国的



军人们，都是具有像雷锋一样的品质，都是哪里有困难，哪
里就有我们头顶一颗闪亮的红五星的军人们，有着时刻关心
我们的军人们，难道你没有看过关于我国的军人们的连续剧
吗?个个都是那么的严肃、庄严、朴实、勤奋、英勇的人，都
是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关爱人民的精神，这也是值得大家学
习的吧!

保护环境也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现在我们中国爱护环境
的人也更多了，祖国也变得更美丽了，像我们得学校，也变
得更干净，更美丽，更漂亮了。

要做到我们中国这样的传统美德，就像一个有爱心，有思想，
有文明的人。要坚强，要诚实，要守信，勇敢，才能成为一
个真正的英雄了。

爱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多少爱国
英雄为保卫祖国，为国家的荣誉，牺牲自己的利益，贡献祖
国。1851年，吉鸿昌将军赴美“考察”。那时候，中国人被
西方人看作“下等民族”，有些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
有一次，吉鸿昌将军去邮局寄包裹，邮局的职员知道他是中
国人，竟轻蔑地说：“‘中国’在哪里?我不知道”。随行的
人也埋怨他不该暴露自己是中国人，还说：“只要说‘我是
日本人’，就什么事都好办了。”吉鸿昌将军顿时怒不可，
当面斥责道：“什么!你要自称日本人?我吉鸿昌决不这样做!
我是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他回到住处，当即制作了一块木牌
子，上面写道：“我是中国人!”，并把它佩挂在胸前，昂首
挺胸地走在大街上。好一个“我是中国人”，体现出了吉鸿
昌的爱国心。

我们作为一名学生，我们的责任是认真学好科学知识，将来
贡献祖国。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祖国的命运就是我
们的将来，我们不要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培育，发扬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传统。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化传统文化，展
名校学子风采。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八”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着
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至
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
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
但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一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大家好。

听说我要写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系列演讲”，这是一个很红
色很“好看”的题目，所以我有点自愧不如。我大致回想了
一下之前各位老师同学的精彩演讲，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第一，要从《论语》《孟子》之类的地方引用一些语句，之
乎者也为妙，你听不懂最好;第二，要请出一位或多位历史人
物来捧场，好不热闹;第三，必须还要结合一下当今的社会现
状。这么一想，我更觉得有些惭愧了，因为我想与大家交流
的无关古人。

所以我们先不说“传统”二字，我不知道各位是如何理
解“中国文化”的。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们班外教课上的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外教教我们写作文，他先写了范文，其中有这么一
句话：my favourite place in beijing is houhai. i enjoy
watching the old men at houhai fishing right next to the
"no fishing" sign。同学们看了以后都笑了，外教说这让他明
白了什么是"chinese culture"。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们总是在提倡弘扬中国文化，然而在
一个普通的外国人眼中，没有孔子，没有长城，没有汉字，
没有京剧脸谱……他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很普通的现象，就是
这样丑陋的中国人，这样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

说到“走向世界”，我相信已经有不少同学去过世博会了吧。
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今年暑假，我有幸一个人去上海，
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好好欣赏了一番世博“奇观”。

我在法国馆排队，人很多，队伍反复迂回，要等很长时间才
可以进馆，为了保证秩序，场馆外放置了围栏。这时候来了



几位中国人，年纪不小，个头不矮。其中有一位感叹
道：“我x!这儿怎么这么多人!”另一位发扬了团结友爱的精
神立即安慰道：“没事，你瞧这围栏底下离地面不是还有一
段距离呢么，咱们试试能不能从这儿进去。”说完，他便本
着勇于实践的精神立即做了尝试，那姿势就像是一条狗，排
队的人们怕被狗咬到，都连忙退后。待他站直了身子以后，
还没拍去身上的尘土，就先向他的同伴们摆了一个“耶”的
手势，以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提出的方法是可行的。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写满了一整面墙的 “xxx到此一
游”或者“xxx我爱你”之类的汉字，比如那些从绿色通道坐
轮椅进入的游客一进馆就纷纷站起来行走，比如很多人进馆
只是为了盖个章，然后就匆匆寻找出口……其实有时候发生
这种事也不能完全怪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比如“盖章”，
这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甚至是一种文化——我们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盖了章”才可以获得批准。

所以说，世博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可以让你见识到
很多有意思的“中国文化”。

的确，我们在太多的时候只是把“传统文化”当作了一种宣
传，好像是在炫耀，“你瞧，我们的老祖宗多棒”。我们并
没有真正地把“传统文化”当作是一种“文化”，因为我们
并没有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于丹教授曾经给“文化”
做过解释：所谓文化，就是要“文而化之”。

我们每周都要进行的这个传统文化演讲，已经让大家“文”
得不少了，只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化”这一步。作为新一代
的中国人，作为90后，我们有义务让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文
化!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所以，谢谢大
家。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延续到今天，处处展现出丰富多彩
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精美的民间工艺。如：剪纸、陶瓷、版
画、雕塑、木刻、染织、虎头鞋、麦草画、烙画、唐三彩、
面人；有古老的民间艺术，如：戏剧、评书、皮影、国画、
刺绣、风筝、园林建筑、服装饰品、；还有独特的风俗习惯，
如：春节贴春联、元宵闹花灯、端午赛龙舟、中秋吃月饼、
傣族的“泼水节”。在我国有好多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
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春
节和中秋节了，最有纪念意义的是端午节。春节，这是中国
人最隆重的节日，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都过春节，不管
离开家多远，不管走到那里，春节这一天都要赶回妈妈身边。
为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早早地打扫家、贴窗花、买年货、
贴对联、放鞭炮、穿新衣、吃饺子、辞旧迎新、为新的一年
键健康康，一帆风顺。

中秋节，是个团圆节。人们经过春种、夏播后，到了秋收。
这个季节，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瓜果飘香、人们劳作了一
年，丰收在望。所以家家户户做月饼、吃月饼、赏月饼、象
征着一年团团圆圆。

另外，端午节是为纪念一位爱国诗人屈原而流传下来的。诗
人屈原不满当时政府被贬到楚江一带，诗人感到前途暗淡，
在五月初五这一天投江而死。当地人民为纪念他，在每年的
这一天，包粽字、吃粽子，还有的地方举行赛龙舟的活动。

生活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中国丰富多采的传统文化，这
些传统的东西是祖国的瑰宝，是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一直传
承下去。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六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化传统文化，展
名校学子风采。

浩瀚苍穹，蔚蓝天空，孕育了华夏五千年古老璀璨的历史与
文明。“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追求真
理的科学精神激励着多少中华儿女立志成才，报效祖
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教
诲激励和成就了多少中华伟丈夫，民族大英雄。还有岳飞精
忠报国的故事，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孙中山“天下为
公”的胸怀，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信念，都让
我们回想起中华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从古代的
四大发明到如今的“神八”飞天，中国人演绎了多少了不起
的神话!

有诗云：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清茶，一句贴心的问候，传承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尊敬师长，文明礼貌，处处体现着
我们礼仪之邦的风范;我们努力学习，“敬业乐群、臻于至
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信敏廉毅”素质的创业型
人才。虽然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平凡之事，
但是我坚信，润物细无声，终有一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一定会深入人心。

我们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新一代。黄河在
我们的血脉中流淌，长城让我们永远刚强，“神舟”载人飞
船使我们的天地无限宽广。传承了五千年的民族文化，正等
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未来属于我们，世界



属于我们，让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熏陶下，刻苦学习，
顽强拼搏，时刻准备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我
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演讲稿三分钟篇七

天高水阔，万众一心书一段传奇，描中华精粹，汇九州奇葩。
驰骋苍茫，一脉血气组一方山水，承天地之灵，秉江山之韵。

首吞沧海，尾衔大漠，东方卧龙跌宕关山，阅千秋烽火。曾
经的中国，一再的在灾难的大漠中跋涉，一脉血气支持着中
国人，烙下千年血与泪的执着!

一涧飞瀑，碎琼乱玉，造就此胜景的不只是水，中国人海纳
百川，并非柔若无骨，是一旦遇到了艰难寒冬，就齐结冻彻
三千里的冰，棱角分明，不要分散，只是团结。胸中百转千
回的是一脉华夏的血气，有了它才有了一个民族的新生，不
畏艰险，众志成城。

岁月的脚步横越向历史，野草般横飞的思绪，却依稀可见那
些依旧鲜活的面孔。一望壮士别易水，秋风萧瑟歌红尘。荆
轲的大气穿越了生与死长眠的时空，只留一声绝响：明明注
定了了无结果，明明知晓霸业图空，明明青山依旧在，明明
等待的只是历史的刹那，却带走了谁的永恒!中国人的执著古
而有之，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
不后悔，不会以为前方的黑暗就止步不前，于是，代代华夏
人青丝约白首，不问重重苦难后悲泪几行，只想履履奋争中
豪情万丈。

依稀记得零八年的那一声巨响，隆隆的一座四川城负了重伤。
五月十二日的汶川，是灰色的，却有生命的绿，成为了震中
的脊梁，支持着废墟中点点生存的光亮，时间的河，淌过悲
悯如血的上，一双双手捧起了尘埃，找寻地底最后一丝生存
的迹象。天哭地泣，电闪雷鸣，尔后的四川，尔后的中国，



一片悲壮。一分的希望就有十分的拼搏，四面物资，八方同
济。向来温文尔雅的华夏古国，一刹那铜皮铁骨，无坚不摧，
无人可挡。让万众一心，百折不挠走出了史册，新生代看到
了中国的魂，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力量。这样的民族，即使灾
难，也有从容不迫的抵抗。

睁开探求的眼，看清眼前一个民族的新生。机器隆隆，霓彩
分明。亿万人民在九曲黄河身旁默默耕耘，换得五谷丰登，
万里飘香。在那遥不可及的破碎苍穹之上，“神舟七号”用
它的雄姿补完了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的梦想，一股浩然气指引
着十三亿双手写出了日夜翘盼的华彩乐章。

在仓皇的岁月里扬鞭，看中华民族将一个个历史的复句写下，
不畏艰险，众志成城，用自己的灵魂，为这一方时空，涂上
显目的色泽!

千年的风吹散了千年的往事，千年的水冲走了千年的记忆，
但历史的印记，文化的传统，却注定要烙在中华民族的生命
里。

飞雪洪泥映时光，历史满沧桑；一曲悲歌诉衷肠，春秋歌未
央。

传统文化的美，在于它的历史，它是先人们的精神积淀，是
千百年来的传承。而在今日，在这个充满利益，热闹繁华的
时代，歌声里的故乡却在渐渐远去。我们像迷路的孩子，回
头张望，却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个，氤氲着水墨香的故乡，
那个，我们的精神家园。

作为九零后的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古语有言：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过去，会怎么样？它该如
何向前，如何大踏步地走在世界前面。身为祖国的未来，如



果我们不珍惜，不继承，它们将如何保全自我？未来，不论
多么发达的高科技，都难以替代历史的一片黄土；无论我们
在这颗星球上能走多远，总要有一点东西，铭记于心。

先人曾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让我们
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礼记》中的“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
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清代学者
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今天，我们尚且不谈奉献社会，不谈为国捐
躯，但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基。我们要左手
紧握"且教世界换了人间的”壮志豪情，右手秉持义不容辞勇
于担当的道义，去为传统文化开创一片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