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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一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诵读经典文化 弘
扬民族传统。

同学们，你们读过《三字经》吗?读过《弟子规》吗?读过
《千字文》吗?读过《唐诗三百首》吗?看来同学们还是读了
不少经典文化书籍。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书籍，我们称它们
为中华经典文化书籍。除了以上这些书籍，还有很多优秀的
中华经典文化书籍，比如：、《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诗经》、《增广贤文》、中国古代四大
名著等等。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录
了我们民族的感情和精神，见证了民族的灾难和复兴，它以
独特的教育功能，教育和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同学阅读背诵的一些经典，比如《三字
经》、《千字文》、《增广贤文》、《弟子规》、《唐诗三
百首》等等。现在我想考考大家，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行
不行?。

《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玉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



仪。

《弟子规》：弟子规，圣人训 ，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
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事实证明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
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
独特的价值和魅力。中国文化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孔孟思想
是最好的人学，揭示了做人做事的根本规律，是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大智慧。在中华的传统文化里，除了有做人
做事道理的孔孟作品以外，还有像《孙子兵法》《三十六计》
《资治通鉴》《战国策》《史记》《吕氏春秋》等等奇谋妙
术的典籍，可以说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我们都能学到有用
的文化知识。

从20xx年开始，我们学校领导就已经决定，在全校推行“诵
读经典”的教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校园围墙上到处
都写上了中华传统文化名言名句，还配有生动的图画，我们
的老师也在引导同学们诵读各种经典文化书籍。

在日后的教学中我们学校还会引导大家开展各种经典诵读活
动，让大家能够在中国文化的海洋里自在遨游。最后，我想
引用一幅流传了很久的对联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古今来
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我愿意
与同学们共勉。

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弘中华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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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天下，以孝为先，拳拳赤子之心书写了泱泱大国
的传统与美德。“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感恩，是结
草衔环，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古有西晋李密为报祖母养育
之恩，以《陈情表》讲述自己报养祖母的大义，多次拒绝晋
武帝传召为官的史实，至今仍为人们称道。今有苏州大学学
生黄昆中为报父亲养育之恩，不舍瘫痪父亲无人照顾，毅然
带上父亲读大学的事实。

感恩，演绎了华夏民族一段又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感恩，
书写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与内涵；感恩，谱写了中华文明
一幕幕不朽的诗篇与赞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

我们孝敬父母，用一杯淡淡的清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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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业乐勤，臻
于至善”，不断把自己培养成为“信敏廉毅”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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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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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三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第一，端午节是纪念诗人的节日，是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
诗人屈原见国破人亡，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屈原沉江后，古
人将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呐喊鼓乐吓退蛟龙，以
此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后来演变成为吃粽子、赛龙舟
的习俗。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端午节
的人文内涵已密不可分。端午节成为中国人传递爱国主义情
感和精神的重要仪式。

第二，端午节是卫生节。端午前后正是春夏交替之时，天气
炎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病虫害渐多，是传染病的高发
时期。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悬
菖蒲用以驱蚊蝇、虫子，净化空气。 端午这一天，成年人还
要喝黄酒和菖蒲酒驱蛇虫，小孩子要佩戴藏有朱砂、香草的
香囊预防疾病。 这些习俗表达的是古人驱瘟避邪、祈福健康
平安的愿望。这样来看，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
节”。

第三，端午节是体育节，因为人们在这天要在水上赛龙舟。
龙舟竞渡是一项很有气势、极具合作精神的竞技活动。端午
竞渡能对群众性的水上运动、强身健体、民众团结起到很好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现在龙舟竞渡逐渐演变成一项国际体育
赛事，起到友谊纽带的作用。

第四点，端午节是美食节，因为我们要吃可口粽子。粽子被
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人们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
色品种更为繁多。形状看有四角形、锥形、菱形、有用竹筒
装米密封烤熟的“筒粽”。 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
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
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可谓粽叶飘香粽子可口。

同学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因为地
域不同，各地的习俗也稍有不同。有些传统的习惯已经淡化



了不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我们了解了端午文化，也希望
我们能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积极学
习和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
发新的风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我在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尊老爱幼。尊老爱幼，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应该牢牢
记住和遵行我们的祖先留下的这一文明规则。今天我在此向
各位同学提出三点要求和希望：

一、做到敬老爱幼首先要做到心中有他人。

我们的生活世界是丰富多彩、天广地阔的。在每个人的身边
有着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父母、老师、同
学、邻居、路人等等。因为有了这些不同身份的人，我们的
生活才充满情趣，充满人气。因此，我们每位小朋友在思考
问题、处理事情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只想到自己，以
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尤其是独生子女，在家庭宠贯的背
景下，更应该注意，只有心中有他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格健
全的人。

二、遵行敬老爱幼的文明规则，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
起。

众所周知，做任何一桩有意义的事情，都需要从身边事做起，
从小事做起。同样，要真正履行尊老爱幼的文明规则，自然
要从小事做起。比自己年纪小的人，你要爱护他，比自己年
纪大的人你要尊敬人，跟自己是同辈的人，包括同学、玩伴
等，你同样要尊重和理解别人。这里需要着重提一下的是，
父母包括家庭中的其他亲人，他们是你接触最多的人，你是
否力所能及地帮忙干活;是否体谅他们，包括饭菜做得不合你
口味、没给你钱买零食等小事;是否对父母的劳累有感恩之意，



包括说声您辛苦了、给父母倒杯茶等小小的举动。敬老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敬老爱幼的行动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日常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能经常想到一句话，就是“我能帮
你做些什么”，那一定是一位文明人，敬老爱幼，就是在别
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乐意帮助别人，能这样做的人一定是
个感到天天幸福、处处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环境就是和-谐
的、美好的。敬老爱幼，需要我们人人行动，时时行动，这
样，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人创造幸福，人人享受幸福。

同学们，我们要时时有敬老爱幼这种意识，养成良好的习惯。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午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了解传统节日，热爱中华文
化》。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博的国家，广袤的地界不仅给我们带来了
不一样的自然景色，也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人文风光。有
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国就连传统的习俗都是如此丰富多彩。

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冬至"这个节日，冬至是一年之中白昼
最为短暂夜晚最为漫长的日子，它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同时
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
宫廷和民间历来十分重视，从周代起就有祭祀活动。《周礼
春官·神仕》就记载道："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这样做
的目的在于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疫疾，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
与死亡。到了唐宋时，以冬至和岁首并重。南宋孟元老《东
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
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
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



对于冬至，苏州一直延续古时候的传统，"冬至大过年"这一
说法在苏州人心中根深蒂固。所以在冬至这一天，苏州人就
会一大家子围坐在一起，斟上冬酿酒，煮上馄饨，有说有笑
的过一个温暖的冬至，在冬至夜饭的餐桌上一定不会少了卤
菜，俗语有云：有得吃，吃一夜；呒不吃，冻一夜。即富裕
之家要吃一夜，贫困之家只能干坐着冻也要冻一夜。人们不
甘心冻一夜，想吃一夜，所以就喝酒、买卤菜吃。

这可以说是南方人的冬至夜，那么北方人的冬至就没那么隆
重了，北方人并不过冬至夜，而是过冬至，在那一天北方人
会吃一碗饺子，因为饺子的形状类似耳朵，吃了饺子，耳朵
就不会被冻掉了。

说完了刚过去不久的冬至，再来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春节吧。
对于春节，南方和北方的差别也很大。

春节从腊月二十三日开始，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在春节时，
家家户户都会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意味着"辞旧迎新",南
方人喜欢在门上贴上"福"字和春联，北方人除了春联外，还
会在窗户上贴上剪纸窗花。到了除夕，大家围坐一起吃一顿
团圆饭，长辈会给家里的小辈一份压岁钱，听着窗外的鞭炮
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雪白的冬天也染上了喜庆的红色。

南北方的除夕较为不同的是对于小年的理解，南方人通常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年夜",而北方则是将腊月二十三日成为"
小年",在这一天需要"祭灶",北方人会煮好麻薯，供奉给灶王
爷，因为在这一天灶王爷会上天向玉帝禀报人间的事情，为
了让灶王爷不要胡说，能够说些好听的话，人们就用又甜又
黏糊的麻薯糊住了灶王爷的嘴。

我们国家还有许多有趣的传统文化，如"上元节"也就是我们
所说的元宵节，"乞巧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七夕节等，都有
着耐人寻味的历史，同学们不妨凭着兴趣去探寻一下吧。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高二（2）班的**，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传统文化都去哪了》

最近一首《小苹果》在网络上爆火起来，被奉为神曲，大街
小巷都充斥着这个旋律，倍受广场舞大妈们的青睐。可是大
家仔细地听就会发现，这首歌不仅歌词简单、旋律也很平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呢？我必须很遗憾地说：“是因为
当今多元的文化潮流淹没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曾几何时，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华夏文化如皇冠
上的钻石，在世界文化中熠熠生辉。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
哲学，还是汉魏名家的传经事业；无论是韩柳欧苏的道德文
章，还是陈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诗人屈原的忧患独叹，
还是樵夫慧能的顿悟众生；无论是从甲骨文、隶书、篆书、
楷书到草书；还是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时期的小说。
无一不洋溢着真善美的'乡土芬芳、平民情怀和人伦大爱，无
一不体现出一种对平凡事物的尊敬、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
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相互辉耀，造就了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

可是到了现代，这么灿烂的文化却在我们手中一点一点模糊、
埋没，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我们的近邻——韩国，一个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小国，却在
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做得很好。从“端午祭”申遗到“汉字之
争”，从“中医之争”再到近期的“风水之争”，文化摩擦
在中韩坊间蹭出不少火花，而结果是，绝大部分中国的这些
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被韩国成功申遗，当我们很多人都在责怪
韩国人的剽窃行为时，是否能理性地看待这一系列事件，反
省自己呢？韩国正在大规模的抢占中国文化，而我们还在风
风火火地听着韩歌追着韩剧穿着韩服。看到这，或许我们就
不会奇怪韩国的申遗成功了。



时代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捷，而那些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
中国文化却渐渐地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淡忘。对西方经验的学
习，对传统意识的批判 ，意气风发的营造了我们的时代感觉
与世界精神，它同时也疾风迅雨般地冲刷着中国倍受误解的
传统文明，削弱了我们的传统文化认同和历史根源，电视、
电影和一般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是造就了一个官能文化当
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

我们需要稍稍停下脚步，带着那些应该永远被传承的文化，
并不断地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也许，若干年后，我们有同
学会走入这一伟大的文化殿堂，与先圣先贤并肩论道，弦歌
不辍，永世长青的开启着、温暖着、建设着未来无数个世代
的中国人心灵。

让那些带着浓厚的民族情结的传统文化走向更远的未来，走
向世界。

历史在期待着。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四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在国旗下讲的主题是《学习传统文化 提
升个人修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拥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史，形成
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应该立
足于我们的实际，切实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我们
自身的文化修养.

儒家学问里有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要想成才，那
么首要的是修身-----即修身养性!怎样才算修身养性呢?我们



首先要把人做好了，才有资格谈能力。我们必须不断学习，
以一颗真诚虔诚谦虚的心努力学习文化精华，丰富自己，充
实自己。将知识化为动力，最终成为自己的智慧!心里渐渐有
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方向，知道自己以后应该怎么更好地去学
习，来提高自己，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了我们能够更好的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进一步提高我们的
文化修养，从而更好的营造文明和谐向上的校园风气，在此
特向同学们发出以下倡议:

1、要懂得尊敬师长、知书达礼。俗话说：百事孝为先，百善
孝为先。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今天尊敬师长
的传统美德更应该得到提倡和发扬，这是现代社会公民应有
的风范。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国
人民从来就有知书达礼的传统美德。“虚席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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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学们要知礼，讲礼，对
人彬彬有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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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养对于
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3、增加个人兴趣爱好，认真学习专业知识，多看书，多实践。

4、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应变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
判断能力，做个有责任、有文化、有素养的学生。

同学们，从你我做起，学习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提升
个人修养，努力成为新一代出色的青年。

我今天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五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生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五月五过端午》。农历五月
初五，俗称“端午节”，意思是“开始”和“开始”。第五
天可以叫第五天。在一些地方，端午节也被称为五月节，艾
节和夏季节。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的传统节日。始于春秋战
国，距今已有~~年的历史。端午节有许多起源和传说，包括：
纪念屈原，纪念伍子胥和纪念曹娥；根据闻一多的《端午考》
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表，端午节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吴越
人举行的图腾节日，比屈原更早。但是几千年来，屈原的爱
国精神和感人肺腑的诗篇已经深入人心。在民间文化领域，
中国人把赛龙舟和吃粽子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今天我就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屈原，说：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
王的大臣。他在提倡养才赋民，富国强兵，主张联合反秦，
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屈原贪财离职，被流放。流亡期间，
他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忧国忧民的不朽
诗篇，影响深远（因此，端午节也叫诗人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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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舍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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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人民悲痛欲绝，纷纷涌向汨罗江祭奠屈
原。渔民们划着船，在河上来回捕鱼。一个渔夫拿出为屈原
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扔到河里，说如果鱼龙虾蟹吃饱
了，就不咬医生了。人们看到后纷纷效仿。一个老医生拿了
一坛雄黄酒倒进河里，说如果龙水兽喝醉了晕倒，他就不会
伤害屈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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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今
天的棕色种子的想法。



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成：吃粽子、赛龙舟、挂
菖蒲和艾叶、熏苍术和白芷、喝雄黄酒。据说吃粽子和赛龙
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端午节被命名为“诗人
节”来纪念屈原。至于吊菖蒲、艾叶，熏苍术、白芷，饮雄
黄酒，则说是抑恶。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吃粽子之外，端午节期间各地还有丰富的
饮食习俗。吃黄鳝，吃面，吃粉丝，吃茶蛋。在江西南昌，
端午会煮茶叶蛋和盐水蛋。鸡蛋包括鸡蛋、鸭蛋和鹅蛋。蛋
壳被漆成红色，装在彩色网袋里，挂在孩子们的脖子上，这
意味着祝他们好运和安全。吃蛋糕，吃炸堆之类的。我最喜
欢吃粽子。南方和北方有不同的风俗习惯。粽子的大小不一，
有甜的也有咸的。大的有两三斤的巨型饺子，小的有不到两
寸长的小巧玲珑的甜饺子。我吃过四川乐山做的肉饺子。黄
澄澄的糯米里塞满了咸肉，肥而不腻。有胡椒和竹叶的香味，
味道悠长。最值钱的是价格低，每个重八两，才两块五毛。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六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中秋节已发展成表达美满、
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团结、团圆、庆丰收
的象征。中秋节强调的是团圆，他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观，
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很有意义一个节日。如果把它的文化内涵
发掘出来，我们会慢慢嗅到它暗藏其中的含韵。

“八月十五月儿明啊，爷爷为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甜又香
啊，一片月饼一片情啊……”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儿童
电影《啊！摇篮》中小朋友们一起唱的歌谣，每当听到这首
歌都会令人心潮澎湃，为了那与圆月相映生辉的片片月饼，
更为了我们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浓浓亲情。晴朗的夜空中，



一轮圆月如金轮玉盘，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甜丝丝的月饼，
吃茶、饮酒，倾诉着团圆的喜悦，遥祝着远方的亲人。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传统节日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盛典，是民
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是来自历史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
应该说，中秋节在几个传统节日中，颇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
涵。中秋节源初是古代劳动人民感谢大自然赐予的节日，其
时既是赏月的最佳季节，也是庆祝丰收的时节，这种情怀是
跨越国界的，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认同，所以它既是沟
通心灵的纽带，又是文化的桥梁，正所谓“海上升明月，天
涯共此时”。几千年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中秋佳节的
形式得以大众化地传承下来，在当今时代有助于倡导重视家
庭、尊重自然、崇尚和合的意识，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
具有积极意义。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具有特定的文化
内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
百年来发挥了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

到了中秋，月上中天时，最难忘怀的还是那几句诗：“露从
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中秋时，
每当看到一轮圆月挂上了天空，不由得想到自己“独在异乡
为异客”而变得感伤。此时家乡亲友的问候最是暖人心怀，
你也该连线父母，道声平安，一诉乡思。

象征着圆满的中秋之月，在璀璨的夜空照亮。或许没有“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豪情，但是我们可以对自己
说“月是圆满，月是美好，明月在心上，快乐长久存！”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七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现在作为我国的法定节日，这充分证明了我们重视
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已经增强了许多。

众所周知，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赛龙舟这些活
动喜气洋洋。这些，曾经在端午节是最受欢迎的活动，然而，
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节奏加快，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人
民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了，而是把重点放
在“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中，面对这样的形势，
我们感到悲伤，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问。

正当我们还沉浸在西方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称，
“亚洲一个国家正在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
其文化遗产，现在端午节已被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听到这个消息，中国人民除了惊讶只有尴尬，这不仅仅是一
个传统节日的得失，不仅仅是少了一些庆祝活动。

不用说，这些年来，中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是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菜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
月饼，春节更不用说了——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

农耕社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中国传统节日中最独特的习
俗——吃。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
时候吃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了特有的魅力。

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繁体字，当代青年有多少人熟悉并会使用繁体字？
你不懂文字怎么能理解古代文化呢？另一个造纸的例子，中
国的造纸工业是传统手工业流失的结果，许多高质量的纸到
日本或韩国购买，他们不仅继承了我们传统的造纸技术，而
且有了新的发展。



俗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如何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外国节日的兴盛与传统节日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凸显
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事实上，不仅是传统节日，中国民俗文化的生存环境也正面
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
和发达的文化传播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
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传统节日丰富多彩，文化内涵丰富，保留着人类独特的
文化记忆。我们必须敬畏和重视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的传承。同
学们，不要冷落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
彻底底的红起来吧。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国旗下讲话篇八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二八班的钟_，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
“不曾消失的文化”。

清亮钟声犹在耳，新的一年已然来到，想必大部分同学都还
沉浸在元旦的热闹里吧。元旦代表着“新一年的到来”，俗称
“阳历年”。它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人们把
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
并称之为“元旦”。元旦元旦，念来总感到一种圆润，一整
年的团圆都在这个名字里。不禁让人称叹于古人的才华。与
此类似的还有中秋、重阳、清明等等，我国的传统节日正因



这些饱含诗意的名字，显出脉脉情深。

但在时间的滚滚洪流中，我国文化不可避免与异国文化发生
碰撞——日本的菊与刀，泰国的佛与邪，欧洲的傲慢与偏见。
这在时代的进步中是一种必然。但，我们常常忘了。忘了清
明时节的雨纷纷，忘了中秋时节的婵娟千里，忘了重阳时节
的遍插茱萸。它们不光是节日，更多的是一脉相承的文化。

每一个国家都有新年，但只有我们的新年叫做“元旦”。也
许你认为这句话无关紧要甚至显得可笑。但请记住，这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彰显!没有人能离开自己的根，而我们的根，是
我们灵魂的发源。我们大可以因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以偏概
全，对其不屑一顾，但切忌遗忘。遗忘是一种背叛，铭记是
一种警醒。

所以，请永远不要忘记，传统文化是我们深处的灵魂。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