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 中华传
统美德演讲稿(通用9篇)

演讲稿也叫演讲词，是指在群众集会上或会议上发表讲话的
文稿。演讲稿是进行宣传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演讲的作用
是表达个人的主张与见解，介绍一些学习、工作中的情况、
经验，以便互相交流思想和感情。优质的演讲稿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美德就像一朵花，美德少年人人夸，我们要多帮助别人，做
一个美德好少年。

美的标准是什么?善良、朴实。而美德又意味着什么?至善和
博大。一个人有了才能而且努力，还要修养浓厚的美德，不
娇不吝。

记得有一次，我边哼着歌，边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之间，
一位阿姨闯入了我的视线。那位阿姨左望右望的，像小偷似
的，手里还拿着一张皱皱的纸。“小妹妹，你知道培正中学
在哪吗?”那位阿姨“刷”的一下走了过来。我看着阿姨好像
很急似的，回过神来，马上告诉她了。“阿姨，你只要一直
走，走到前面那个十字路口右转就是了。”“谢谢你啊，小
妹妹，你真乖，我先走了啊!”当阿姨走了几步之后，我又想
起来了：做好事做到底嘛，阿姨人生地不熟，要不要把她带
到去培正中学呢﹖我又马上追了阿姨，问她一句：“阿姨，
要我带你去吗﹖”那位阿姨马上笑了起来，让人感觉到很温
暖。“上学去吧，小妹妹，我自己去吧。!”……我第一次体
会到助人为乐的意思，第一次发自内心的快乐。多一份关心，
多一份温暖啊!



名誉和美德是心灵的装饰，如要没有它，那肉体虽然真美，
也不应该认为美。我们应该注重内在的美，而不应该去注重
外表的美。

我一定要做一个美德好少年，给小的同学做榜样!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二

我突然间发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美德值得我去学习。

我当时真觉得，自己带头让座这个举动真是太正确了!因为，
美德是可以传染的!

这个社会不缺少美德，却仍需要更多的美德，所以，让我们
的心中永远都保留着一份美德，让更多的美德常驻你我心!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三

尊敬的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瀑里学校五年级的石晨欣，这次能够参加“中华美德
颂”演讲比赛，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颂中华美德，做美德少年》。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她是五千年华夏文
明与智慧的结晶，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融四岁，能让梨。”孔融虽小，却懂得尊敬长辈，令我们
肃然起敬；周恩来12岁时，就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的雄伟志向，成为我们学习的楷模；在汶川大地震中，9岁的
林浩，面对危险毫不畏惧，勇救两名同学，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这些具有传统美德的少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里数
不胜数。



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小学生，处处以他们作为榜样，无论在
校内还是在校外都力尽所能献上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在学
校里，我勤学善思，喜欢广泛地阅读书籍，我热爱工作，甘
为全校同学奉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在家庭中，我孝顺长辈，
主动帮助父母分担家务，从来不让爸爸妈妈操心！正是这些
良好的美德，我才能够深受老师的信任，同学的拥护，长辈
的喜爱！

我心地善良，总是把无私的关怀带给别人。今年暑假的8月5
日，我和妈妈一块儿去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生病住院的姥姥。
在病房里，一位40多岁的阿姨，泪流满面，心急如焚，因为
她的孩子急需输血，又一时无钱打款。看到此情此景，我毫
不犹豫地说：“阿姨，我的血型正合适！我去献血吧。。”
在场围观的人齐刷刷的把目光投向了我，这更坚定了我献血
的决心，“妈妈，让我去吧！”“妈妈，让我去吧！”在我
的再三恳求下，妈妈同意了我的决定。经过医生的检验，抽
血，我成功地为那位小弟弟献了血。那位阿姨搂着我，激动
地连连说道：“孩子，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啊！”……我想：只要小弟弟的病好了，才是我的欣慰啊。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同学们，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但是，我会一如既往的用自己的诚实、勇敢、勤奋、善良、
自信等优良美德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做一位名副其实的
美德少年！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四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中华美德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像一片森林的成长。在神州大
地的沃土上，一个个中华儿女就是中华美德的种子。经过几
千年的发展，这些种子生根、发芽、抽枝，长成小树。一颗



颗小树根系交错、枝叶相连，形成森林。能够拥有这样一片
宝贵的森林，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大吃一惊，竟然要50元，真是太贵了，还是回家吧。我很
沮丧、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商店。回到家里，我心中一直惦记
着那个玩具积木，可一想到那昂贵的价格，心里不免有些失
落。自己又没有这么多钱；向爸妈要吧，爸爸也不可能一次
给我这么多的钱。怎么办呢？我左思右想，不知何时来到了
花丛边。我想散散心也好，便向花丛走去。闻着这扑面而来
的花香，心情也放松了不少。突然，我眼前一亮，发现在茂
密的花丛中，竟有一张50元人民币！我心里一阵窃喜。

这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手捏钢叉，面目狰狞的魔鬼，
对我说："去吧，拿起它，去买玩具积木吧，那好玩的玩具积
木现在离你只有咫尺之遥，快去呀！"魔鬼的话是多么诱人，
我不禁心动起来。就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有洁白翅膀的天
使，她对我说："不行呦，这不是你的钱，应该把它还给失主。
"对，没错。我应该把它交还给失主。我下定了决心要把它交
给老师，还给失主！我要把中华美德传扬下去。

谢谢大家！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五

爱国就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都
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国事为己任，前仆后继，临难
不屈，保卫祖国，关怀民生，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
历经劫难而不衰。爱国的内容十分广泛，热爱祖国的山河，
热爱民族的历史，关心祖国的命运，在危难之时英勇战斗，
为祖国捐躯，都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
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
精神。学习是固本之举，学习是源头活水。庄子说，吾生也
有涯，而知也无涯。新时期新任务对领导工干部的知识水平
要求更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领域更宽更广。



对于组工领导干部来说，能否做表率，能否高质量完成工作
任务，关键在学习，关键在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谋划
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学习是领导干部必须承担的
责任和使命，在学习上要懂得“知不足”。

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是我
们活着的每个人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有识之士们时常思考
的人生命题。很多人一生都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就其主观
而言，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辈子都没有弄明白人应该
怎样去学习、去做人、去做事。一个人只有真正懂得怎样学
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才会支撑起人生的精神支柱，激
发前进的动力，才能生活得更充实、更有意义。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舒尔茨指出，人类的未来不取决于空间、能源和耕
地，而是取决于人类智力的开发。知识就是力量，学习改变
命运。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学习呢?胡勉励青年干部时说，就
是要下大气力地学，要只争朝夕地学，如饥似渴地学，持之
以恒地学。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
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
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
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
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
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嚯地站起来，走到
墙壁边一看，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
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
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
书来。

匡衡就是这样刻苦地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在



远古时代，地球上还未出现人类，那里只有森林古猿。在一
次偶然的灾害下，森林古猿赖以生存的环境中，一部分森林
消失了，那里的森林古猿不得不下地生存，在劳动的带领下
渐渐解放了四肢，进行直立行走。还记得历史老师曾今告诉
我们一句话“你住在云南元谋，我住在北京周口。拉起我们
毛茸茸的小手，是劳动让我们直立行走”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这样才能成为负荷前行的勇士。
实现梦想需要有智慧，勇气和实力，罗马不是凭空造成的，
用梦想却没有行动，终归是镜花水月;有梦想胡乱行动，只能
离梦想越来越远。

爱学习，会让我们变强;爱学习，我们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徜
徉，向古今中外的能人智者学习，成为自信，自强，自立的
一代青年。

爱劳动，会让我们成熟。

爱祖国，会让我们胸怀更广阔。祖国是一个人的心灵之根，
从我们一出生，文化的基因已经存在，爱祖国是要提醒我们
要传承祖国的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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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以下两方面与同学讲讲。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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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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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传承中华美德，争做美德少
年》。

我们的祖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明，璀璨瞩目；当我遨游在
书海里，那些鲜活的文字和故事又告诉我，如何做一名德才
兼备的新时代少年！作为一名中国人，可以骄傲的事情有太
多，但让我感到自豪的还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

"*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传递着的是中国几千来的
传统美德。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美德之间的传递
亦是如此。就拿电视上常常出现的给妈妈洗脚的广告，我们
可以看到，小男孩正是看到了妈妈给奶奶洗脚，就去效仿，
画面温馨又温暖。也许他还不知道这是孝心，这是一种美德，
但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到，美德就在身边，可能有时只是一个
小小的动作，但折射出的是美德的光环，让人的心里如沐春
风。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传承文明、践行美德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其实，文明美德可以体现在许多地方，
既可以体现在小事上，也可以体现在大事上；既可以体现在
个人上，也可以体现在集体上。小小的一个细节，或一个动
作，都可以折射一个人、一个集体、甚至一个国家的荣誉，
可见文明美德非同小可。与美德牵手，让温暖传递。中华美
德颂演讲稿。让我们躬下身捡起地上的一片垃圾，用美丽的
倩影装点优美的环境；让我们做一次家务，用汗水荡漾开父
母心底甜甜的微笑；让我们为班级、学校贡献一次力量，用
无私的胸怀灿烂集体的荣誉；让我们让一次座位，用换来的
赞叹为社会平添一串和谐的音符。

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把文明美
德深深地刻在心中，让它得以净化；不厌其烦地复制在行动
上，让它快些发芽；彼此美德的传递，彼此温暖的传递，是
一种美德的传承，是一种文明的渲染。做文明少年，让中华
大地遍开美德之花！让文明美德陪伴着幸福的我们，健康而
快乐地成长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八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的讲话题目是“继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尊老
爱幼新风”。

很多同学都知道，今年的10月23日是农历九月初九，它是我
们中华民族又一个传统佳节——重阳节。农历九月九日，为
什么叫重阳？因为古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
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
叫重阳，也叫重九。又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九在



数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一年
收获的黄金季节，因此重阳佳节，寓意深远，所以古人认为
这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关于重阳节的故事很多。据说
重阳节从汉朝初就有了。那时在皇宫中，每年九月九日，都
要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
妃戚夫人被吕后馋害后，宫女贾某也被逐出皇宫，贾姓宫女
又将此习俗传入到民间。

到了东汉，民间在该日又有登高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叫"登
高节"。以后到了唐朝，文人墨客们写了很多登高诗，其中大
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等；而杜甫的七律《登高》，则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当然，
古人的登高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同时
还有吃"重阳糕"（一种九层糕）、赏菊饮菊花酒的习俗。清
代以后，赏菊之俗尤为昌盛，时间也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
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已经很普遍。“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遥想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因
为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
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这些
习俗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的中就有记载。

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
秽，以招吉祥。"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重阳节这个传统的节日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__年，我国把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从而将
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
年人的节日。

同学们，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含有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尊敬、爱



护自己家的老人和小孩，同时也要象对待自家人那样去尊敬、
爱护别的老人和小孩。最近，从新闻媒体讨论的话题中也可
看出一二。如“该不该给老人让座？”“怎样做一个可爱的
上海人？”这些活动的核心就是要努力建设和塑造一个具有
高度文明、能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而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作为生活在这座大城
市的我们，更有义务为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而作出努力。客
观地说，经过改革开放和精神文明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已
经逐渐形成，一些不良的行为受到大家的谴责。反省我们自
己，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学生在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又
做得怎样？我不想对你们的过去予以评价。但是，在重阳节
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全体同学是否想到，该如何为我们家的
老人或者社会上的老人做点什么呢？希望大家考虑一下。当
然，学校政教处也有安排，要求各班的班主任在节后作个统
计，看看我们的__学生在老人节里为社会、老年人都做了些
什么。又有什么感想。

我今天的讲话就到这里。谢谢！

中华传统美德演讲稿二分钟篇九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1312班的王子心

我今天国旗下的讲话的主题是“践行《弟子规》颂中华传统
美德”

而今天我主要想说的是如何去践行《弟子规》。

最后希望大家能认真践行弟子规，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益
的人。



我的国旗下讲话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