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文化自信发言稿 调查文化自信心
得体会(精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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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
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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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一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具备自信和自尊的心理素
质，也是国家、民族在文化领域中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表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自信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追求。
在这次调查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我不仅对国家的文化自信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也对自身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认识
和体会。

第二段：对比观察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不同国家和民族对文化自信的表达
方式和手段有着差异。西方发达国家通常通过对自己优秀文
化的宣传和推广来表达文化自信，如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和
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等。而亚洲国家则更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如中国的京剧和韩国的韩服文化等。不同国家和民
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也给予了我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段：反思思考

通过调查，我意识到文化自信并不仅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豪
感，更重要的是对其他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世界上每个国家
和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学会尊
重和欣赏这种多样性。文化自信并不是排他性的，而应该是
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只有在尊重他人的文化的基础上，



我们才能真正有信心和自豪感地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文化。

第四段：自身体验

在调查过程中，我也对自己的文化自信进行了反思。作为一
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一直以来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到自
豪。然而，在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时，我发现自己对外国
文化的了解相对较少，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去探索和学习其他
文化。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学生交流，我逐渐拓宽了自己的文
化视野，也更加珍惜和发扬自己国家的文化。这种互通有无
的学习和交流不仅让我更加自信，也拓宽了自己的思路。

第五段：结论

通过这次调查，我对文化自信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文化自信不仅仅是对自己文化的自豪和骄傲，更重要的是要
有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只有在包容和尊重他人文化的基
础上，我们才能真正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文化。同时，作为个
体，我们也要不断拓宽自己的文化视野，学习和欣赏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共同追求文化多
样性和文化发展的目标。文化自信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行动，
只有大家一起参与其中，才能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二

“北方性情中人好饮之物也。”

古人好饮酒，乃至嗜酒。

“诗仙”李太白实乃天上人间，世无其二的“酒中狂客”，
盛年时期的李白，携着西域滚滚烟尘的浪漫独绝迤逦盛唐，
挥斥方遒，意气风发，用一枝笔杆，满腔文墨诗意了大唐的
锦绣江山。流浪的岁月，美酒为什，“举杯邀明月”，欲伴
月而歌。借风起舞，却剩得离人影，孤寂寥落一人，唯影随



其身，怎能不“举杯消愁愁更愁”呢?愈愁愈饮，饮得天花乱
坠、日月无光，只剩豪放驰骋，洒脱犹在。唱着“人生得意
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人生感慨;叹着“烹关宰牛且为
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率性豪放，又不得不迫着现实哽咽道
“但愿长醉不愿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氏爱酒，更嗜酒，
酒乃其消愁，放纵，抒怀之物，有酒客如此，真性情也。

“靖节先生”陶元亮之酒瘾不见得亚于太白，其人也曾于其
自传中毫不吝言道“性嗜酒”，竟也“造饮辄尽，期在必
醉”，其“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却与太白“我醉欲眠
卿可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似有同等的豪情与肆意，陶氏乃
隐者，超然避世，悠然自足，无人对酌，一壶觞饮至无味。

“天下霸雄”曹孟德亦倾心于酒物，酒入豪肠，仰天长笑，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虎口一吐，便立足烽烟三国。

“易安居士”李清照，虽是闺阁出身，亦欲酌酒一杯，淡观
帘卷西风，细赏溪亭日暮，把酒东篱，醉笑悲欢离合。

纵观古今，嗜酒之人不少，均性情中人，亦哭，亦悲，亦欢，
亦乐，借酒消愁言失意，饮酒纵情畅豪言。“把酒问青天”
的苏子，“白日放歌须纵酒”的杜少陵，“醉卧沙场”的王
翰以至“把酒话桑麻”的孟浩然无不爱酒，纵酒，演绎本性，
率真而为。

红泥小火炉，绿蚁新醅酒

醅好农家黄藤酒

问君能饮一杯无?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三

面对困难，不要轻易屈服，重新审视，就会发现新的可能。



墨香弥漫在空气中，淡淡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意蕴悠长的
水墨画。

坐在教室里，面对眼前的一张惨白的宣纸，心中却是一团乱
麻一般，不知从何下笔。老师的墨竹是那样生动，只用墨与
水就染出了一纸的深浅不一的美。

半湿的笔将墨稀释，笔尖沾上浓墨，半横着笔画出分明的竹
节。竹叶的尖头都向下，三五叶为一簇。十分用心地画，却
被老师的一句“有形而无神”打了回来。

我心中更加烦躁，不知怎样才能达到那所谓的“神”。随意
翻看书上的画，却无意间被一段话吸引。上面说：竹是花中
四君子之一，又有“松、竹、梅，岁寒三友”一称，古人将
竹视作刚直不阿、百折不挠的象征，被许多诗人吟诵称赞。

读了这段话，我陷入了深思，竹子刚劲，为世人所称道，再
看我的画，竹子一个个软塌塌、病怏怏的，实在是看不出什
么刚直的影子。

重新审视之后，我又铺开一张宣纸，笔上的水又少了几分，
笔尖的墨更浓，一气呵成，将竹节画得更加有力，竹叶的收
笔也更加轻快，心中只想着那翠竹面对凛冽的寒风，依旧傲
然挺立，毫不畏惧的景象。

一纸画毕，老师笑着点头，这一次好了很多，画画和读书一
样，要想得到要领，还需要不断地修改，重新审视，就能发
现另一片天地。

是啊，面对自己的不足，如果只一味的回避，又怎能进步呢？
只有勇敢的面对，重振旗鼓，再一次面对它时，或许就能找
到不一样的感觉和理解，让“重启”的思想更加完美的绽放。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四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文化自信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热点话
题。为了深入了解和探讨文化自信的内涵和意义，我进行了
一系列的调查和研究。通过这次调查，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文
化自信带给我们的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在下文中，我将分
享我的调查结果，并阐述我对文化自信的个人体会和心得。

首先，我参观了几个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博物馆和文
化遗址。在这些地方，我感受到了浓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
看到了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这些文化遗产唤起了我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自豪感。我意识到只有了解和传承好
自己的文化，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心。这也使我
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情感和认同，更是对历史
文化的尊重和责任。

其次，我采访了一些专家和知识分子，听取了他们对于文化
自信的看法。他们纷纷表示，文化自信是当前时代的迫切需
要和内在要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种文化冲击不可
避免地影响着我们。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竞争，我们需要
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来应对。文化自信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是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只有具备文化自信，我们才
能更好地传播和弘扬我们的文化，使之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出
独特的魅力。

调查过程中，我还了解到一些媒体对于文化自信的宣传和推
广。许多电视节目、电影和网络平台都将文化自信作为一个
关键词来推动和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些媒体不仅通过新
的表现形式，如影像、音乐和互动游戏等，将传统文化与现
代元素相结合，吸引着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和喜爱。同时，这
些媒体也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向世界展示着一个自信、
开放和包容的中国形象。这让我深感文化自信是多元文化交
流和互动的桥梁，也是我们走出去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还与年轻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他们纷纷表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热爱，
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到其中。同时，他们也表示，在
全球化的背景下，他们更看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个性化。
他们认为，只有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文化，才能更好地融合和
影响世界。这些年轻人的观点使我深刻认识到，文化自信是
不同年龄层次人们共同的愿望和呼声，只有唤起年轻人的文
化自信心，我们才能更好地引领未来。

总结起来，通过这次调查，我对文化自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
识和理解。文化自信是我们凝聚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
方式，对于坚定个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文化自信也是我们赢得人们尊重和关注的一种良好途
径。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发掘和传承好自己的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唤起年轻人的文化自信心，共同构建一个多
元、和谐和自信的社会。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五

调查文化自信是一个反映一个国家文化自觉程度和文化认同
程度的重要指标。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中国面临着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汇。通过对调查文化自信的探讨，
我对于中国文化认同的特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且对未来
如何发展中国文化有了一些想法和体会。

首先，在中国的调查文化自信中，我注意到了对于传统文化
的重要性的认同。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包含了丰
富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表达。在我参与的多个调查中，大多数
人都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感。他们认为传统文化
是中国人的根本，是我们的文化底蕴，更是我们与世界交流
中最有中华特色的标志。这种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使我意识到，
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方面。

其次，在调查文化自信中，我发现了一种注重自主创新的态



度。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许多人在调查中提到了当前
中国文化自信的新动力。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才能
真正弘扬中国文化的精髓和特色，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这种注重自主创新的态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上，还需要通
过现代化的手段和方式，促使中国文化与时俱进。

第三，调查文化自信还让我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在调查
中，我发现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培养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通
过教育我们可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培养对中国文化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教育也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现代文化的
理解和接纳能力。因此，对于发展中国文化，培养文化自信，
我们需要从教育着手，不仅要注重学科知识的传授，还要注
重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第四，在调查文化自信过程中，我还发现了文化多样性的价
值。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
文化。在我的调查中，我了解到许多地方都非常重视自己的
地方文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
对地方文化的认同和弘扬意识，让我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多样
性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保护和传承。

最后，在调查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我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未来
走向有了一些思考。中国文化自信需要在传统文化保护和创
新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点，既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要通过
自主创新使中国文化与时俱进。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教育
和宣传，为年轻一代灌输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培养他们
的文化自信。此外，我们还应该积极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保护和弘扬地方文化，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元。

通过参与调查文化自信，我对中国文化认同的特点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并且对未来如何发展中国文化有了一些想法和体
会。中国作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我们需要在保护传统文化
和推动创新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注重教育的作用，重视文



化多样性的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发展中国文
化，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六

他无所不能，用他那富有“魔力”的气魄，获得人们的赞赏，
让人们在古诗里、文章里、赞美他；用他那无畏的精神激励
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们通过建筑，历史，歌声来传承着他，
让他永存世间！他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也是
中华民族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奇动物——龙。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
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一提起他，这首歌就回
响在我的耳畔。数千年来，龙的影响延伸到中国文化多个领
域，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

从古代的“龙行踏绛气，天半语相闻，混沌一初判，洪荒若
始分。”到现代的“贯斗双龙”“神龙见首不见尾”，可见
龙被国人赋予了多少的期待与盼望！龙文化上下八千年，渊
远而流长，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符号。作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
积淀，龙在中国历代正史记载的事件大概有三百多起，其他
类型的文献更是庞大。龙的影响波及了文化的各个层面，多
彩多姿。一系列活动，节目也都少不了龙。古代人们常常把
龙刻画在各种各样，的青铜器，瓷器上，象征着美好，顺利
与富足。

他还是东方神秘主义的一个特有形式，国人通过复杂多变的
艺术造型，将“龙”注入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内涵，形成了中
国文化特殊的印记。

龙文化历史悠久，渊远流长，巨龙脚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更
应该将这一文化继承弘扬，让中国“龙”再一次腾飞于世界
的东方。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七

日日饮茶，知其香淡清雅之物也。细品其袭鼻之气时，观茶
叶浮动之间，竟悟出一番哲理。

世间品类皆有其理，茶亦无异。

时常喝茶的人应有共识——数根细叶之中，有沉有浮。热水
渐成黄绿色时，茶叶亦有沉浮之变。浮叶被渴而饮茶之人一
饮入腹，留杯中物，唯易沉之叶也。其实，做人亦是如此。
下沉的茶叶如行为处世熟练精深者，不喧不嚷，踏实稳重，
默默地奋斗，能够成就一番事业。而漂浮浅显，四处流窜的
茶叶，就似好大喜功，平日不踏实学习，略晓皮毛却极度渴
望展露人前的人。这些人虽胆大，但没有真才实学，禁不起
考验，终被淘汰。

有句话很精妙：静水则深。这句话以显见的自然之象，尽彰
此理。人们往往贬浮而褒静，自有道理，然而“静”过了头
也会走向歧路。

以余之观，则浮、沉者皆不足也。浮者过躁，其自信有余而
学识甚缺，终不胜。沉者过静，其学识有余而胆力不足，有
能力成事却屡屡错失良机，亦难胜。人之最高境界乃文武双
全，浮沉有度。当一人齐具知识与胆力时，便可战无不胜。

三国时，曾有一人名曰诸葛孔明，智勇双全，既能运筹帷幄，
又临危不惧。孔明曾坐空城之上，悠悠拂琴，兵临城下城欲
摧，而他仍面不改色，大敞城门，终吓退魏军。

几十年前，伟人周总理纵横政界，八方外交，也曾经历不少
危急的场面。但他总是面无惧色，以智慧的语言，沉着的动
作，一次次化险为夷，为共和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将这些有胆力亦有学识之人，喻作毛尖、玉针。取其叶于



杯中，注以热水，则青翠如碧，数根茶叶悬浮于水中，香气
四溢，雅意无限。

当吾等有感于古时怀才不遇之人，悲哀之余，是否考虑其为
人性格之良莠？理通万物，这也许是本人罢黜观音、龙井，
而取毛尖、玉针之故耳。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八

立春过后，天气越来越温暖了，午后的阳光也特别的充足，
晒得人春意洋洋，爸爸带着我来到台州一中门外面的文化长
廊游玩。

远远地就发现文化长廊围墙与众不同，这一段围墙全部刷上
了粉色的油漆，然后在上面画上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和故事，
我走到前面一看，哦，原来是介绍古代关于“二十四孝”的
各种典故。

只见开篇写着：“善”——德之建也，勿小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做人要行
善，就算好事很小很小，也要认真去做，就算坏事很小很小，
也不能去做，这是人类道德的根本，而且我们做事要有恒心
要学会坚持，要锲而不舍。

接着，爸爸向我解释了“二十四孝”里的每个典故，有几个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试疾尝药”，它讲的是汉文帝
刘恒，伺母极孝，母患重病，卧床三年，刘恒日夜守护，为
她煎药，并亲口尝试冷热，然后才给母亲喝，以仁孝之名闻
于天下。我看了这个典故，我脸上火辣辣的，因为妈妈感冒
的时候，我不懂得照顾，还在家里大声说话，影响妈妈的休
息，我以后一定要向汉文帝刘恒学习，“试疾尝药”。这时
候爸爸告诉我，只有用心去关心家人，我们的家庭才能更加
地和睦，才有浓浓的爱。



还有更感人的典故“卧冰求鲤”，讲得是西晋山东人王翔，
继母和父亲对他很差，后来父母卧病，他日夜伺候，继母想
吃鲤鱼，时值寒冬，他赤身卧于冰上，冰忽自行融化，跃出
两条鲤鱼，继母食后，病愈。看来这个典故，我又沉思起来，
王祥的继母那么坏，我的父母对我那么好，我要比王祥对父
母更好，争取做一个新时代的王祥，孝敬父母。

不知不觉，看完了整个“二十四孝”的文化墙，我仿佛受到
了一场孝文化的洗礼，我感觉自己仿佛长大了很多。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九

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发
展方向，有自觉自信的认同和坚持。而新课标则是我国教育
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如何在新的教育环境下，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成为
了当下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通过对文化自信
新课标的研究，总结并分享我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然而，文化自信新课标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文化自信新课标在理念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但实施过
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学生对自己文化的了解不够深
入。由于学校教育的普遍性，学生通常只了解传统文化的基
本知识，缺乏对文化内涵和价值的理解。其次，对于旅行、
融合、创新的文化认同还需加强。在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必然趋势，学生需要具备积极的态度和丰
富的经验来应对这一挑战。再次，教师在实施新课标时缺乏
相关知识和培训，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学生知识面的狭隘。

第三段：文化自信新课标的改进方法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学校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将其融入到各个学



科中，以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和领会文化的内涵。其次，学
校可以组织学生参加更多的文化活动，如文化考察、文化展
览等，通过亲身经历来强化文化认同。再次，教师要不断学
习和更新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此外，学
校还可以引入多元文化的内容，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以丰富
学生的文化视野。

第四段：我在文化自信新课标中的收获与体会

通过参与文化自信新课标的学习和实践，我受益匪浅。首先，
我深刻意识到文化自信对于一个国家和个体的重要性。只有
通过对自己文化的了解和肯定，我们才能真正融入全球文化
的交流和互动中。其次，我学会了如何进行文化交流和合作。
在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中，我学到了将自己的观点
表达清晰并尊重他人观点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
如何将文化自信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学习、创作还
是生活，我都能够为自己的文化背景感到骄傲，并在其基础
上不断创新和突破。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

文化自信新课标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系统，其中存在的问题和
挑战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相
信这些问题将逐步解决。我们同时要重视个体在培养文化自
信方面的努力，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
素养和自信心，为自己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文化自信新课标的推行是对教育体制的一次重要改革，也是
对学生培养的一次重要尝试。通过以上的总结和分享，我对
文化自信新课标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相信在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下，文化自信将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重要贡献。



文化自信发言稿篇十

第一段：导入引言，介绍文化自信的重要性（200字）

近年来，文化自信成为了新时代的热门话题。在全球化进程
中，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
具备强大的文化自信，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赢得别人的尊重。文化自信是指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创
新的自信，是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底蕴，坚决维护自己的文化
创造力、表达力和影响力。而在教育领域，文化自信也成为
了关注的焦点，如何引导学生树立文化自信，成为了当前新
课标改革的核心目标。

第二段：新课标对文化自信的引入与培养（300字）

新课标在教学中引入了文化自信的要求，要求教师通过教材
选择、教学方法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首先，在教
材选择上，新课标强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发展，通
过对古代文化经典的理解和阅读，让学生对自己的文化传统
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同。其次，在教学方法上，新课标鼓励
教师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
养，让学生在课堂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才华与个性，增强对文
化创造力的自信。

第三段：文化自信对学生的影响及现实意义（300字）

文化自信的培养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
文化自信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提升学
生的自我认同感和自信心。在现代社会中，年轻人面临着各
种价值观的碰撞与冲击，只有坚持自己的文化自信，才能准
确把握自己的定位、认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其次，文化自
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激发学生的内在动
力。通过对文化传统与文化创新的学习和实践，学生将在实
践中获得启迪和灵感，进而产生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第四段：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合作，共同培育文化自信（200字）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不仅需要学校的引导与教育，也需要家
庭的支持与配合。家庭是孩子成长的重要环境，必须重视家
庭教育的作用。家长应该鼓励孩子多读历史、文学等优秀作
品，与孩子一同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等，培养孩子对传统
文化的浓厚兴趣。此外，学校与家庭还可以共同开展各种形
式的文化活动，如文化节、亲子交流等，加强学校与家庭的
互动与合作，在共同努力下，培育孩子的文化自信。

第五段：展望未来，加强文化自信的培养与实践（200字）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自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但在实
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为了加强文化自信的
培养与实践，我们需要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与素质提升，提
高教师对文化自信的认识与理解。同时，还需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为教育改革提供更好的硬件条件和软件环境。只有全
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最终实现文化自信的目标，
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