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 中华经典
诵读演讲比赛主持词(优质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我给大家
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
一看吧。

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篇一

乙：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晚上好。

丙：这里是xx第八届校园文化艺术节之第二届“儒商杯”中
华经典诵读大赛的晚会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丁：我是主持人：

甲：我是：

乙：我是主持人：

乙：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甲：纵横几万里，千古遗韵响彻神州

丙：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

丁：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华夏文明

甲：为引领我院师生提高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倡导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践行“诚信立身，勤奋立业”的校训，同时，
通过诵读经典诗文，营造书香校园文明校园。我院各系院、
各班级先后开展了中华经典诵读系列活动。今晚，我们欢聚
一堂，举办第二届“儒商杯”中华经典诵读大赛。能担任今
晚的主持，我感到非常兴奋。

乙：是的，作为外贸学子，在这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上，
尽情的展示，尽情的挥洒，是多么的让人激动。

丙：今晚，我们的领导，老师，也从百忙之中，来到了晚会
的现场。下面，我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出席晚会的领导、系
(院)、部门负责人，他们是：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

丁：出席晚会的嘉宾有：

xx保险职院、xx机电职院、xx警官学院、xx职院、xx职院、xx学
院等兄弟院校的同学们。欢迎你们的到来!

甲：今晚的诵读大赛还将产生出一、二、三等奖，那么接下
来我向大家隆重介绍担任今晚诵读大赛的评委阵容，他们是：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2、诵读《荀子.劝学》

(4个主持人退场)

3、诗乐《春江花月夜》 表演单位：商务外语系

4、故事会《贾而好儒诚信经商》 表演单位：国际贸易系

乙：“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之一。徽商这种“贾”



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儒商”的内在根据。徽商把以
“仁”为本的儒家思想贯彻到经商实践中，就必须坚持方法
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使经商能达到“至善”的目的。
我院校训“诚信立身，勤奋立业”同样教诲我们做人，做事
的道理。作为外贸学子应谨记于心。接下来，有请国际贸易
系带来的故事会《贾而好儒诚信经商》。

5、汉唐乐舞《踏歌》 表演单位：雏鹰艺术团

丁：踏歌，是汉民族传统舞蹈。这一古老的舞蹈形式源自民
间，远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兴起，到了唐代更是风靡盛
行。

甲：所谓“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接下来，请欣赏汉
唐乐舞《踏歌》，表演：雏鹰艺术团。

6、诵读《〈论语〉十则》 表演单位：院党校 广播站

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7、诵读《恰同学少年》 表演单位：工商管理系

丁：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
工商管理系表演的《恰同学少年》以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
五年半的读书生活为背景，展现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
向警予、杨开慧、陶斯咏等一代青年意气风发，忧国忧民的
民族精神和国家担当。

8、音诗画《采莲赋》 表演：陈敬良 倪婉湘 雏鹰艺术团

丁：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丙螺。

丙：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因持荐君子，愿袭芙蓉



裳。”

丁：一副多美的江南采莲图啊，接下来，请欣赏音诗画《采
莲赋》;书法：陈敬良老师;读诵：睨皖湘老师;伴舞：雏鹰艺
术团。掌声有请。

9、诵读《青春万岁》 表演单位：动漫艺术学院

乙：青春是一首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

丙：青春是一条河——奔腾咆哮、永不停歇

乙：青春是东方黎明喷薄而出的朝阳——美得壮观、美得妖
娆

丙：青春是西边丙昏缓缓而落的晚霞——美得成熟、美得绚
烂

丙：接下来，请欣赏动漫艺术学院诵读表演《青春万岁》

10、诵读《我们这支团队》 表演单位：服务外包学院

甲：请欣赏由服务外包学院表演的诵读《我们这支团队》

11、诵读《你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军》 表演单位：国际学院

丙：接下来，请欣赏有国际学院带来的诵读《你好，我们是
社会主义军》

12、传统服饰表演《美丽的茉莉花》 表演单位：雏鹰艺术团

乙：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变化，形成了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

甲：在这个中华文明的体系中，传统服饰文化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它时而雄奇瑰丽;时而婉转含蓄;时而华丽炫
目;时而典雅朴素。又如一朵朵茉莉清香扑鼻。

乙：接下来请欣赏中国传统服饰表演《美丽的茉莉花》。

13、诵读《沁园春?长沙》 表演单位：会计系

乙：长沙是毛泽东早年求学和最初从事革命活动的地
方。1914年至1918年，他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并与萧
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早期的政治活动。在长
沙期间，毛泽东重游橘子洲，面对美丽动人的湘江秋景，联
想起当时的革命形势，写下了这首《沁园春.长沙》。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段经典历史。表演：会计系

甲：经过刚才激烈的竞赛，我们今晚的一、二、三名已经产
生出来了。名单已经拿在了我手上，我想大家此刻的心情跟
我是一样，哇，好激动!

丙：好了，快报出来吧，我等不及了。

甲：获得第二届“儒商杯”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三等奖的是：

丁：恭喜……

甲：获得二等奖的是：

丁：恭喜……

甲：荣获第二届“儒商杯”中华经典诵读大赛一等奖的是：

乙：掌声送给他们，我们将在第八届校园文化艺术节闭幕式
晚会上进行颁奖。

结束词



丙：雅言传承文明，

乙：经典浸润人生;

甲：我们用火红的青春谱写辉煌的诗篇;

丁：我们用花样的年华创造无悔的人生。

丙：我们用青春，妆点魅力外院;

乙：我们用激情，创建活力校园。

甲：尊敬的领导、老师

丁：亲爱的同学们

合：xx职院第二届《儒商杯》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到此结束，
让我们继续期待第八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更多的精彩。

谢谢大家!再见!

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篇二

一、开始语：

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女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上午好!

男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诵读千古美
文，传承华夏文明。

女今天，我们登上这多彩的舞台，诵读中华经典，聆听古诗



书韵，展示激情风采。

男诗的语言，典藏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诗的声音，演绎
着不朽的历史的风骨

女诵读经典，我们追寻万里河山的广阔

对话圣贤，我们感受千年文字的积淀

男女合与经典为友，以圣贤为师，永明小学中华经典诗文诵
读活动现在开—始。

1.女首先请欣赏1年级1班为我们表演的诗歌诵读

4.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先辈的教导，为自己创造一个快乐的人
生。请欣赏2年级2班为我们带来的表演。

三、结束语

男金色的童年，阳光灿烂，童年时光我们亲近中华经典。

女金色的童年，如梦如幻，校园内外我们诵读中华经典。

男中华经典的千年音韵，仿佛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华经典
的万世情怀，似乎还在我们心头荡漾。

女吟诵经典，让民族的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吟诵经典，让
华夏文化撑起我们人格的脊梁

男愿中华诗文艺术之花永远芬芳

女愿五千年文化的血脉永久传承

男女合让我们把诗歌诵读融入到每一天，展翅高歌，飞向未
来。



男女合永明小学“中华经典诗文诵读”活动到此结束。明年
六一再——见!

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篇三

经典诵读擂台赛

星期四,我们学校举行了经典诵读擂台赛。

应为我们是四年级,所以我们在星期五比赛。

为了这个比赛,老师费了很多心思,我们几天前就开始了辛苦
的排练・・・・・・

苦练

我们拿着朗诵稿,老师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一旦读错了或读得
感情用错了,老师就让我们停下来,告诉我们怎样去读、怎样
读得好。

就这样,我们一直练到了比赛开始。

比赛

比赛前,我们紧张又激动。心都快从嘴里跳出来了!

比赛时,我们穿着“班服”神气地走向舞台,啊!那种感觉真的.
很・・・・・・本来,还以为我们不会失误,没想到错误百出。

结果出来了,我们班和三(4)班并列擂主!

又一次比赛

比赛开始了・・・・・・诶,这次比上次表演的还差!想都别
想了,肯定我们班得不了擂主了。



不过,成功不要骄傲,失败不要气馁,这次,我们的命运如何呢?
期待・・・・・・

文档为doc格式

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篇四

女：敬爱的各位老师，

合：大家好!

男：今天，xx实小，高朋满座，共商教研大计;

女：今天，百年老校，群贤毕至，再谱阅读新篇。

男：本学期，我们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开展了中华经典诵
读活动，以继承古代文化。

女：是啊，我们营造书香校园，诵读千古美文，以传承华夏
文明。

合：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展示同学们的学习成果。

男：金色的童年，阳光灿烂，童年时光我们亲近蒙学经典。

女：金色的童年，如梦如幻，校园内外我们诵读蒙学经典。

男：“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知道该如
何认真学习。

女：“香九龄，能温席，融四岁，能让梨。”，我们懂得许
多做人的道理。

男：请欣赏一年级同学表演的诵读蒙学经典——《三字经》。



男：我们诵读《三字经》《千家诗》等蒙学经典。

女：入学一年，一年级同学已能背诵七十首古诗啦!

男：下面请欣赏由一年级同学表演的古诗文点诵。

男：“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循循善诱的孔子如在眼前。

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的话犹在耳旁。

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的名言让我们脚踏实地。

女：“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让我们懂得了勤学
不辍的道理。

男：我们在诵读中与历代圣贤平等对话。

女：我们在诵读中，感受历代圣贤的思想。

合：让我们共同传承民族智慧，让中华五千年文化滋润我们
茁壮成长。

男：水乡宝应，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女：水乡宝应，风光秀丽，景色宜人。

男：这里碧波万顷，烟波浩渺，如梦如幻。

女：这里莺歌燕舞，花红柳绿，如诗如画。请欣赏二年级同
学表演的吟诵“水乡之歌”。

男：荷乡有十里荷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女：荷乡有出水莲蓬，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男：荷乡是“接天的莲叶，映日荷花别样红。”

女：荷乡是“一色裁的罗裙，芙蓉向脸两边开”

男：啊，美丽的荷乡，让我们在淡淡的荷香中吟诵你……

男：美丽的荷乡令人向往。

女：荷乡的孩子在快乐中成长。请欣赏由二年级同学表演的
《采莲谣》。

男：起伏蜿蜒，雄奇险壮，这就是山;

女：涓涓细流，浊浪排空，这就是水;

男：山，站成一个参天的叹号，抒写着一段青色的情感;

女：水，流淌成一个前行的逗号，描述着古往今来的颤动。

男：今天，让我们走进山的世界里，去饱览山川的秀美。

女：今天，让我们徜徉在碧波之中，去陶冶自然的情怀。

男：你看，少先队员们在火车的鸣笛声中，在青山绿水间，
开始了他们快乐的旅程。

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女：风景这边独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男：从您的诗句中，我们感受您豪迈的激情，深邃的思想。

女：从您的诗句中，我们领略你博大的胸襟，伟人的情怀。

男：他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



女：请欣赏由六年级同学表演的“感受伟人情怀”。

男：最是书香能致远，书香伴我们一路远行。

女：腹有诗书气自华，好书养育我们的灵魂。

男：让我们师生共读经典，在书海中徜徉。

女：让校园充满人文气息，在书香中感受读书的乐趣。

男：下面请欣赏由我校青年教师展示的“书香伴我同行”。

男：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还在我们耳边回响。

女：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还在我们心头荡漾。

男：诵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们血脉中流淌。

女：诵读中华经典，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的脊梁。

男：愿五千年文化瑰宝大放异彩，

女：愿中华儿女豪情满怀，再谱新的乐章。

男：翔宇教育集团宝应县实验小学“中华经典诵读”学生展
示会活动到此结束。谢谢各位领导、老师的光临。

中华经典诵读比赛致辞篇五

为了更好的推动教科局的阅读工程及我校的读经诵典的水平，
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让全校师生深入体味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学生记住名篇佳作，让学生明
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品质，学会一种本领。达到人人都能
背诵经典的要求。我校特制定了活动方案，以促使全体师生
更加积极背诵经典古诗文。



一、活动目标：

(一)质的方面

1.通过活动的开展，提高孩子们的人文修养，积淀孩子们的
文化功底，让孩子打好传统的根基，然后浩浩荡荡地走向世
界。

2.探索开展传统经典诵读和丰富学生人文底蕴，培育民族精
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

3.诵读中华优秀古诗文对提高儿童智力，发挥学生潜能的研
究。

4.在新课标理念的指导下，力争总结出一些值得推广的教学
案例，教学方法。探索适应新课标要求的传统经典文化诵读
的形式和方法。

(二)量的方面

1.每学期能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背诵古诗词15首。背诵
格言警句、名人名言、谚语、歇后语各10句。

2.在第一学段，要求学生能够整体感知古诗写了什么。能够
初步意会古诗所表达的情感。

3.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把古诗文诵读活动融入生活，
拓宽学习的渠道。

4.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引导学生运用古诗文，提高学生的
表达水平。

5.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初步培养学生欣赏古诗文的能力。

6.在活动中培养学生的积极竞争意识和团结协作精神。



二、活动内容：

(一)对培养学生热爱和诵读中华优秀古诗文的方法、途径的
研究。

(二)诵读中华优秀古诗文对提高儿童智力，发挥学生潜能的
研究。

(三)对做人、做新世纪中国人所具备的素质进行研究。

(四)对做新世纪中国人学校家庭共育方法的研究。

三、活动过程：

(一)大力宣传，营造浓厚的诵读氛围。

1.在教室显眼、学生看得到、摸得着地方补充装饰古诗文的
内容。

2.每天定时间朗诵，让学生感其声，领其情，通过系列的活
动，营造浓厚的诵读氛围。

3.利用教室外边的宣传栏出一期诗文专刊。

4.有条件的班级在教室张贴、悬挂师生的诗文书法作品。

5.充分利用好黑板报，让教室的墙壁动起来，开辟“古诗乐
园”、“今日格言”、“精彩段落”等栏目。

6.图书室面向学生开放，保证借书渠道畅通，并有计划的安
排学生到阅览室读书。

(二)精心筛选，编制古诗文背诵篇目。(附表一、表二、表
三)



(三)因地制宜，诵读的形式丰富多样。

1.集中指导。班级的黑板上方留有“每周诗角”和“成语沙
龙”两块园地，每周由书法比较好的同学书写一首古诗，作
为每周的必背篇目，教师在诵读课上进行字音、韵律及抑扬
顿挫的背诵指导。

2.分散训练。每天老师都要布置相应的古诗文背诵作业，学
生利用课后的时间，进行背诵。

3.注重活动渗透。(1)(2)

(1)唱古诗选择适合的民族音乐，真正把诗变成歌，更易背诵。

(2)对古诗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检测古诗的背诵情况。

(3)诵古诗齐声背诵，声势浩大，使学生感受到了祖国文化的
宏大和壮美，油然产生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4)赛古诗各班定期举行古诗擂台赛。

(5)画古诗我们让学生根据对古典诗文的理解，想象古诗的意
境，用绘画的形式把古诗的内容画出来。

(6)古诗改写要求学生根据古诗内容将其改写成散文、记叙文
等，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想象力。

4.加强指导，领会诵读方法。

(1)寓背诵于活动之中，让学生在动中读背。

在动态的表演中进行背诵。传统的读书、背诵方法重在语感
的传达，缺少动态的体验。诵读应该是：在得意之处，眉飞
色舞、神采飞扬、心花怒放;在愤怒之时，眉倒竖，眼圆睁、
拍案而起;诵读应该吐人之心声，展人之神采，舒人之动作。



应该是全身心地投入，全方位的展示，与文本神谋，与作者
心印，如同一把锋利的刻刀，能够在学生记忆的底板上划下
深深的印痕。在动态展示的过程中令学生心驰神往。

(2)据意而育，分门别类，在横向的对比中进行背诵。

诗按内容来分，有写景的，有叙事的，有抒情的，在背诵的
过程中，可以把表达同一主题的诗整合到一起，这样不仅可
以降低理解上的难度，而且可以让学生在横向的对比中感悟
诗的情韵。例如可以让学生搜集以“送别”为主题的诗，把
《别董大》、《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诗
归纳到一起。

(3)据时而背，借助季节变化，跨越时空界线，穿越时光隧道，
面对自然风光，身临诗中境界，把诗人所绘之景，所抒之情
化为眼前大千世界。这种方法是根据古诗文所反映的时令进
行分类背诵，例如春天来临，万物复苏，花红柳绿，春光烂
漫，就可以让学生背诵与春有关的古诗《草》、《早春》、
《清明》、《绝句》等，让学生浸润于自然风光与翩翩诗情
之中。当盛夏来临之际，可让学生背诵与夏有关的诗文，如
《小池》、《夏日》、《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等;步入了秋
的高远，让学生背诵《秋思》、《秋浦歌》、《枫桥夜泊》、
《明月几时有》;当隆冬到来时，可让学生背诵《梅花》、
《卜算子咏梅》、《江雪》等。

(5)多种形式综合背，走出机械背诵的狭窄胡同。

为了调动学生背诵古诗文的兴趣，可以采用两人赛、小组赛，
可以限时背、师生背、快背、慢背、轮换背、接龙背，可以
据意背、据时背、据画背，可以抄写背、听记背、问答背等。
要让多种形式的综合背，交织于学生背诵的过程之中，要让
灵活而富有变化的方式激发起学生背诵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