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承中华文化 传承中华美德演讲稿
(实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传承中华文化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中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提起“中华”这两个字，首先
浮上我心头的就是中华的传统美德。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
应该为有这样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和欣慰，更要继续发扬这种
传统美德。一直以来，有多少传统美德的事例，它们如同暖
暖的春风，感染着我们，打动着我们纯洁的心灵。

感恩父母、尊老爱幼、谦虚谦让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长辈教
育了我们成长，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朋友给了我们友谊，
让我们的童年充满阳光。

子路是个很勇敢孝顺的人，在子路小的时候，他家境贫困，
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想吃米饭，
可是家里一点米也没有，怎么办呢？子路想：要是能翻过几
道山，到亲戚家借点米，不就可以满足父母的这点要求了吗？
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了
一小袋米，看到父母吃上了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记了疲劳。
邻居们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孩子。



黄香也是勇敢孝顺的孩子。在黄香九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爱全部倾注到父亲身上。冬夜寒冷，
黄香就钻到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身体把被子暖热。夏夜
炎热，黄香就用扇子把父亲的枕席扇凉。人们都称赞他是一
个孝顺的孩子。

孔融是个聪明机敏、懂得谦让的孩子。在孔融四岁那年，有
一天，爸爸的一个学生来看老师和师母，并带来了一大堆梨。
客人让孔融把梨分给大家吃。在爸爸点头同意后，小孔融站
起来给大家分梨。他先拿个的梨给客人；然后挑两个大的给
爸爸、妈妈；再把大的一个一个分给了哥哥们；最后，他才
在一大堆梨中，拿了一个最小的给自己。客人问小孔融为什
么捡一个最小的给自己呢？孔融回答：“我年纪最小，当然
应该吃最小的。”客人听了孔融的回答直夸奖他。爸爸也满
意地点了点头。

美德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远古的时代，现代，也有许多感人
的美德故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是谁无怨无悔地照顾母亲？是谁带着母亲上大学？是谁从8岁
到20岁，4000多个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料养母，
她任劳任怨，不离不弃。20xx年，她被距离家乡百公里外的山
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录取，不放心养母的她决定“带着母亲
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继续悉心照料着养母。她
就是“最美的孝心女孩”——孟佩杰。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小学生，我们要，让我们的校园绽放美丽，
让我们的社会迸发出文明之花，让我们的传统美德得到永恒，
让我们拥抱文明，和美德手拉手，结伴同行！

传承中华文化篇二

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



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
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与
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
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
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在。

《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
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
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
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
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危
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
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一
路前行。

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弘扬民族精
神，我们义不容辞!

老师们、同学们早上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承继传统美
德 弘扬民族精神》。《周易·大传》中说：“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作为一个中国人，
让我们倍感自豪和骄傲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
人定胜天、锐意进取、浩然正气、居安思危、爱国爱民等等，
始终是我们民族脊梁们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面对
各种矛盾和危机，逐步积累起来的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自觉
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以危机感为基础，寄托着以天下为己任
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而汇聚成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长江
与黄河，在世界的东方一路前行。同学们，作为祖国未来的
建设者，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我们义不容辞。我从
以下几个方面与同学讲讲。

一、爱国、气节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
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只有知之深才能爱之切。孟子提出
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说是集
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气节。古往今来 ，多少仁人志士为维护
祖国的荣誉和民族的尊严，在爱国和气节方面为后人作出了
榜样。 诸如卓有见识的林则徐，血染吴淞口的陈化成，维新
被杀的谭嗣同，推翻帝制的孙中山，横眉冷对的鲁迅，抗日
献身的张自忠，以及无数为国捐躯的共产党人都体现了这一
民族爱国精神，他们是中华民族之魂。浩然正气是中华民族
几千年来历久不衰执着追求的完美精神气质。南宋文天祥的
述志诗《正气歌》以其浩然正气与南宋朝廷苟且偷安的“邪
气”斗，与元统治者的威胁利诱“邪气”斗，“留取丹心照
汗青”。共产主义者李大钊“要为人间留正气”，大义凛然
牺牲在张作霖的屠刀下。著名诗人朱自清临终前虽贫病交加，
也以其浩然正气饿死不领美国粮……“祖国再穷，我也要为
她奋斗，为她服务。”这是一切爱国科学家的心声。 国外科
学家纷纷回归祖国，要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钱
学森面对美国方面的关押、软禁、监视，毫不动摇;华罗庚放
弃在美国被重金聘用的工作;李四光谢绝英国老师让他攻下博
士学位再回国的劝告……以上种种爱国、气节的实例，渗透
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然而在
中华历史上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及权势的威迫，小则卖友求
荣，大则卖国求贵也大有人在。这就要求我们时时刻刻都要
以祖国和民族利益为重，爱国主义不可丢，民族气节不可无。

二. 奋发、立志

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要有奋
发向上的精神，而立志又决定了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在前进道路上的努力方向。“斫梓染丝，功在初化”说明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少年时代有密切联系，历史上少年大志者
不乏其人。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前去广州革命根据地，途经长
沙写下的《沁园春·长沙》 ，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
浮?”表现出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并为之奋斗终



身。十九岁的周恩来所作《大江歌罢掉头东》也体现了他改
造旧中国的远大志向。可谓少年壮志凌云。

当个人、民族、国家处于逆境时更应奋发立志。司马迁曾总
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
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
《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
是发愤立志的最好例子。“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显现了从逆
境中走出来的可贵精神。迭经优患的中华民族始终坚强地屹
立于世界之林，“卧薪尝胆”的志向，多难兴邦的信念，坚
韧不拔的精神起了多大的激励作用啊!

有志者事竟成。但这志唯有以天下百姓，以国家民族为出发
点、为归属，才符合传统的民族精神，才能宏大高尚。奋发
立志既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从自我做起，一步
一个脚印，在人生途中不断地砥砺操行，完成大志。这就要
求我们胸怀鸿鹄之志，中流击水，奋发图强。

三. 改革、创新

中华民族虽遭受过外族的入侵和列强的蹂躏，但她却是四大
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保持自己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大民族。
原因很多，其中与中华民族跟随时代潮流、勇于改革创新的
传统美德是分不开的。

被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面对北宋中期以
来积贫积弱的现状，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恤”，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是何等的针锋
相对。王安石这种反对守旧，勇于进取的思想及大胆变法、
勇往直前的精神，使他大大领先于时代，为后人推崇和尊敬。

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善于不断吸取其他民族、国家先进文
化，勇于创新的一个民族。近代的林则徐从中国反侵略战争



和国际交往的需要出发，组织翻译整理成《四洲志》，成为
我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书籍。策划海防时也先
着手调查西方情况，这对打破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
封闭愚昧状态，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学习西方长技，迈出了
坚实一步。直至陈独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学习西方“民
主”和“科学”;李大钊宣传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把马列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
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之路，都 体现了中华民族改革、
创新的优良传统。历史告诉我们，要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
既离不开生养、哺育我们的这块黄土地，也离不开及时吸取
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这就要求我们锐意进取，敢于和
善于改革创新。

四. 勤学、好问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极为丰富，这与古人的勤学是分不开的。
锥刺股是先秦纵横家苏秦好学的故事。苏秦为吸取广博知识，
夜以继日发愤苦读，当困乏时，以锥子刺腿，用来振奋精神，
坚持学习。 杜甫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苏轼
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都说明勤学的道
理。

读书光好学还不够，还需善疑好问。孔子从小入太庙“每事
问”。他主张“疑思问”，“不耻下问”。荀子把“不知则
问”和“不能则学”相提并论。王充更是“智能之上，不学
不行，不问不知”。他们都把学和问联在一起。不学不问怎
能成为学问家，学贵在问，这样才能有所提高，有所超越。

由此看来，勤学好问对我们中学生来说是尤为重要的。这就
要求我们在学习中多思考，大胆质疑，逐步形成勤学好问的
良好品德。

五. 勤俭、廉正



勤俭、廉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历览前贤国与家，成
由勤俭破由奢”。汉唐时期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勤政、
勤俭带来了国力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与前朝秦隋的穷奢极
欲导致覆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古人云：“节俭朴素，人之
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表明中华民族对勤俭与奢侈鲜
明的善恶态度。

不为金钱或物质所惑，不为权势所动，终身保持廉洁、清正
的节操，这就是廉正。明北京保卫战中的于谦，“要留清白
在人间”。他为人间留下了两种清白，其一是为民族为国家
不计个人安危的“清白”之心;其二是平时严于操守，廉正不
苟的“清白”之风。由于北京保卫战有功，他受到赏赐还加
官进爵，但都被他坚决推辞，后遭谗陷抄家时却是家徒四壁。
于谦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不仅赢得世人崇敬，于今天也
深有启迪。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廉正美
德得到升华。

作为优良的道德传统，勤俭和廉正在今天更要发扬光大。这
就要求我们从一点一滴中学会勤俭，培养廉正的美德。

六. 敬长、知礼

敬长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李大钊曾说过：“……我不
主张儿子对自己行孝 ，可是我疼爱自己的老人，因为他抚养
了我，教育了我，为我付出过很大的心血，疼爱自己的老人
这是人之常情 ”。而今天敬长传统美德更应提倡和发扬，这
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的风范。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左以
待”“程门立雪”“三顾茅庐” 等等以礼相待的成语和典故，
在历史上广为传诵，深刻反映了这一点。知礼，讲礼，对人
彬彬有礼，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保持人们正常关系的准
则。知礼讲礼的人大多以他人为重，以社会为重。能真诚待
人也正是一个人高尚情操的表现。试问那些对长辈出言不逊，



对朋友态度粗暴，公共场所横冲直撞的人，能体现出是一位
有文化，有教养，懂礼貌，讲文明的人吗?当今社会，文明礼
貌、文化素养对一个人一个民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物质文
明上去了，精神文明却衰退 ，与一个有“礼仪之邦”之称的
民族，与一个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民族相容吗?对学生进行文明
礼貌教育，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的关键所
在。

一个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国魂，一个民族必须要有自己的精
神，才能把全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形成无比强大的精神力
量和物质财富。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爱国、气节，奋
发、立志，改革、创新，勤学、好问 ，勤俭、廉正，敬长、
知礼等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国魂和精神。

同学们，承继传统美德 弘扬民族精神，让我们为拥有一座美
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美德和精神的光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文
明、高雅、有气度、有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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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好！

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爸爸给我背上新书包，告诉我：“宝
贝，今天你正式成为小学生了，在学校里要争做美德少年，
好好学习。”爸爸等于给我说了一个谜，什么是美德呢？如
何做美德少年呢？这几个字懵懵懂懂地埋在了我的心底，但
我明白这是爸爸为我定的目标。

经过1年7个多月的学习，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是美德。



《棉鞋里的阳光》教给我孝敬老人的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家里，我经常给爷爷奶奶捶捶背，
陪他们聊天，给爸爸倒杯茶，帮妈妈洗洗衣服。

《小鹿的玫瑰花》让我知道了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
人是一种快乐。过年的时候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买了许多课外
书，和爸爸送回农村老家，让那些农村的小伙伴们也能读到
新华书店的书。

《窗前的气球》带给科里亚的不仅是气球，更是同学的关心
和爱。每次同学生病后返校，我总是帮助同学解决难题，当
同学的橡皮、尺子丢失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学习了《浅水洼里的小鱼》，我懂的了保护动物，就常常带
一些食物去喂路边那些流浪的小狗。

美德是一幅美丽的画，美德是一首悦耳的歌，它是月亮，是
盏指路的明灯，它是太阳，能照亮世界每个角落，它是一粒
种子，能结出亿万枚硕果。

沿着一路春风，我追随着我的美德。原来美德就在每个人的
心中，就在我们的身边。我愿做一个像雷锋叔叔那样的人，
为世界献出我的爱。

中华美德，代代相传。从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
母命，行勿懒”，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从三字经中的“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
执”“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们还是小学生，还不具备精忠报国的豪气，但是可以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当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时，
我们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过马路；当我们看见有
人摔倒在地时，应及时搀扶一把；当我们在路上见到贵重的
物品时，应及时交给老师，做到拾金不昧。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不仅要具备中华传统美德，更要努力
学习，增长智慧。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应该多读书，
读好书，相信勤奋会让你拥有智慧。

亲爱的同学们，播撒下美德与智慧的种子，你一定会收获一
片森林，让我们从这个美丽的五月开始一起努力吧！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传承中华文化篇四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中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提起“中华”这两个字，首先
浮上我心头的就是中华的传统美德。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
应该为有这样的传统而感到自豪和欣慰，更要继续发扬这种
传统美德。一直以来，有多少传统美德的事例，它们如同暖
暖的春风，感染着我们，打动着我们纯洁的心灵。

感恩父母、尊老爱幼、谦虚谦让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因为父母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长辈教
育了我们成长，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朋友给了我们友谊，
让我们的童年充满阳光。

子路是个很勇敢孝顺的人，在子路小的时候，他家境贫困，
长年靠吃粗粮野菜等度日。有一次，年老的父母想吃米饭，
可是家里一点米也没有，怎么办呢？子路想：要是能翻过几
道山，到亲戚家借点米，不就可以满足父母的这点要求了吗？
于是，小小的子路翻山越岭走了十几里路，从亲戚家背回了
一小袋米，看到父母吃上了香喷喷的米饭，子路忘记了疲劳。
邻居们都夸子路是一个勇敢孝顺的好孩子。



黄香也是勇敢孝顺的孩子。在黄香九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就把对母亲的思念和爱全部倾注到父亲身上。冬夜寒冷，
黄香就钻到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身体把被子暖热。夏夜
炎热，黄香就用扇子把父亲的枕席扇凉。人们都称赞他是一
个孝顺的孩子。

孔融是个聪明机敏、懂得谦让的孩子。在孔融四岁那年，有
一天，爸爸的一个学生来看老师和师母，并带来了一大堆梨。
客人让孔融把梨分给大家吃。在爸爸点头同意后，小孔融站
起来给大家分梨。他先拿个的梨给客人；然后挑两个大的给
爸爸、妈妈；再把大的一个一个分给了哥哥们；最后，他才
在一大堆梨中，拿了一个最小的给自己。客人问小孔融为什
么捡一个最小的给自己呢？孔融回答：“我年纪最小，当然
应该吃最小的。”客人听了孔融的回答直夸奖他。爸爸也满
意地点了点头。

美德故事不仅仅只发生在远古的时代，现代，也有许多感人
的美德故事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是谁无怨无悔地照顾母亲？是谁带着母亲上大学？是谁从8岁
到20岁，4000多个日子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照料养母，
她任劳任怨，不离不弃。20xx年，她被距离家乡百公里外的山
西师范大学临汾学院录取，不放心养母的她决定“带着母亲
上大学”，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继续悉心照料着养母。她
就是“最美的孝心女孩”——孟佩杰。

作为一名新世纪的小学生，我们要，让我们的校园绽放美丽，
让我们的社会迸发出文明之花，让我们的传统美德得到永恒，
让我们拥抱文明，和美德手拉手，结伴同行！

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美德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的传统，是照亮人们心房的一
盏明灯，也是打开我们心灵之门的一把金钥匙。我们是龙的
传人，更应该将这种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要像让梨的孔融、还金的甄彬、勤俭
节约的卢怀那样，做个有道德的人。

记得有一次，我去书店买本子，但书店门庭若市，里面挤
得“水泄不通”，我慢慢地走到书架旁，利索地拿起一本本
子，走到收银台钱，给营业员阿姨一张五元钱，因为生意很
好，营业员阿姨好像有点措手不及的样子，只见她快速地从
抽屉里拿了几张纸币找给我，我拿了钱，很快地跑回家里。
可到了家，我忽然发现，营业员阿姨多找了我一元，我想：
把多找的一元钱当零花钱吧！可另一个我说：“不对，我可
是个诚实的好孩子。”我左右两难，便去问妈妈。妈妈听了
的，和颜悦色地问我：“诚实和金钱哪个重要？”“嗯…是
诚实！”我回答，“对啊，无论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可贵的诚
实，诚实是最重要的，你去把多出来的钱还给售货员阿
姨……”。

美德源于自身的修养和对道德的理解，美德无处不在，它如
同一株小树，想把它培养成参天大树，就该重视它，将美德
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有句古话说得好“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之”，才能看到美德之花绽放的那一瞬间。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下午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美德伴我行》。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也拥有世世代代传承
下来的传统美德。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魂和根。我国的传
统美德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精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光



辉灿烂。

中华的传统美德，也时时在我心中回荡。“诚实守信的曾
子”、“孔融让梨的故事”、“程门立雪的尊敬”、“卧薪
尝胆的坚持”、“将心比心的品德”等等，这些传统的中华
美德故事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20xx年汶川大地震，它让无数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社会各
界的爱心人士伸出了援助之手，使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变得
温暖。同时，在这场大地震中失去双腿仍坚持舞蹈梦想的舞
者廖智，她并没有因为灾难悲观消沉，坚强，坚持，让她找
回了自己，重新走向属于自己的舞台，展示出令人感动的力
与美。展现了自强不息的中华美德。

人因为美德而美丽，世界因为美德而缤纷。我们美丽的近城
小学因为美德而和谐。

走入近小，看，我们的同学勤学善思，团结互助，广泛地阅
读书籍，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力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新时代少年。在家庭中，他们孝顺长辈，主动帮助父母
分担家务，不让爸爸妈妈操心！正是这些良好的美德，才让
我们的美德少年深受老师的信任，同学的拥护，长辈的喜爱！

美德少年遍近小，再看看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在教育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积极进取，钻研教
材，关心热爱每一位学生。主动给学生分送早点、中餐，打
扫校园卫生，团结协作，亲如一家。我处处以他们作为榜样。

我为拥有近小这样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骄傲，这可
以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老师们，同学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绚丽的光彩。



我为拥有近小这样一座美丽的精神家园而自豪、骄傲，这可
以让我们的心灵永远在这里栖息、成长，老师们，同学们，
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让我们的生命焕发绚丽的光彩。

传承中华文化篇五

时间如水，生命如歌。21世纪的朝阳已冉冉升起，历史飞越，
谱写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我
们中华民族形成了代代传承的美德：“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爱国情操，“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昂扬锐
气，“厚德载物，道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等等。一个民族，
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就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自古以来，中华传统美德就熔铸在团结统一、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我们不能忘记!

无数的中华儿女，一代接一代，传承着中华美德，传递着中
华民族奋进的圣火。在发展的道路上，我们不难看到道德规
范的实践者。

忘不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杜
环侍老。

忘不了，“凡人之所以贵于兽者，从有礼也”的孔融让梨。

忘不了“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
敬诸”的陶母拒鱼。

忘不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朱冲还牛。

……



古人如是，今天亦如斯，只因美德在我心。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将永远铭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
心中。

然而，在传承美德的路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诸多难堪与困惑。

某些人总是感叹“世风日下”，在这个经济日益发达的现代
社会，道德是否真的一再贬值呢?我觉得不能这样简单的认为。
毕竟，作为一个中国人，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或多或少有着
千百年来民族美德的沉积，都有着对道德的认知与认同。因
为美德在我心中，在每一个中华子民的心中。

我们是21世纪的新少年，走在建设祖国的长征路上，任重而
道远。我深深体味到，我们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又
是体现时代进步要求的新道德规范的实践者。在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们身上，寄托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希望。因此，我们更要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