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民俗非遗演讲稿(通用5篇)
演讲，首先要了解听众，注意听众的组成，了解他们的性格、
年龄、受教育程度、出生地，分析他们的观点、态度、希望
和要求。掌握这些以后，就可以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听
众，说服听众，取得好的效果。演讲稿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
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演讲稿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
演讲稿，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民俗非遗演讲稿篇一

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二十六班的xxx。今天我国旗下

讲话

的主题是“汲取母语精华，传承中华文化”。

2月21日是

第23届

国际母语日，该节日的设立旨在促进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
性的建设。但我认为汲取母语精华，不仅在国际母语日，更
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中。

央视近年来为弘扬传统文化做了不少努力。如《

中国

汉字听写大会》《

中国



成语大会》等都为提高全民族道德文化素质做出了不可或缺
的贡献。而近期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

中国

诗词大会》。小至7岁小童，大至72岁老人，他们都怀着一颗
滚热的爱诗之心参与其中，共同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
品生活之美。

董卿更是一度凭借《

中国

诗词大会》主持人的身份圈粉无数。数十年如一日的积累使
得她在节目中仪态端庄，风趣温尔。她是“腹有诗书气自
华”的完美体现。她“以玉为骨，雪为肤，芙蓉为面，杨柳
为姿，更重要是以诗词为心。”因而“诗词之心”是无数美
背后的依托，也是无数美得与众不同的原因。这个世界需要
这种美，我们都应该拥有这样的“诗词之心”。

“诗词之心”来源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来源于对母语的
热爱。诗词，是千百年来传递的心意相通，也是每个人生命
中的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秋霜冬雪，庙堂江湖，诗歌把四
季更迭融于意象，将岁月变迁蕴于音律。

诗词，爱上

中国

诗词。让我们一起汲取母语精华，传承中华文化，为提高国
家文化软实力而不懈奋斗吧！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民俗非遗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人人新中都有一个“盼”字，也都有自我盼望的事，而我则
盼望着过春节。

春节是一个传统节日，也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从小时候
开始，我就盼望着过春节，因为在春节的时候，会有很多亲
棚好友来到我家，还有很多和我同龄的小朋友，我能够跟他
们一齐开心地玩，所以，我从时候就开始盼望春节。

渐渐长大一点，我还是盼望春节。这时候的原因变了，不仅
仅因为能够开心地玩，还能够放鞭炮和礼花。每当看到我亲
手点燃的“涌泉”喷射出金色的火花，我心里就比蜜还甜。
也许，我更爱看礼花。

礼花升上天空，绽开，变成美丽的图案。散落下来，渐渐消
失在夜空中。我不紧替它们感到惋惜，可是，它们的生命虽
然仅有那么短，却带给人们欢乐和幸福。

此刻我依然盼望春节，因为，我盼着拿到压岁钱。我拿着压
岁钱买一些课外书籍来看，我在书海中遨游，懂得越来越多
的`知识，获得欢乐。

一个“盼”字，代表着多少人的心愿和期盼，而春节年年有，
我也年年盼，又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也许，以后，我盼春节
的原因将又有变化，但我对春节的盼望，不曾改变。盼春节，
盼望新一年的幸福与欢乐。



民俗非遗演讲稿篇三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吧!在我家，奶奶总会忙着
包粽子。

早几天，奶奶就会去超市买来糯米和粽叶，然后把粽叶放锅
里煮一下，再捞出来用刷子刷干净，等到端午节那天就可以
拿来包粽子了。端午节那天，我和妈妈还在睡梦中，奶奶就
在喊包粽子了。只见奶奶准备了好几种馅儿，有蜜枣，豆豆，
猪肉，我最喜欢吃蜜枣了，妈妈则喜欢吃什么都不加的白粽
子。“动手吧!”奶奶说。我和妈妈相视一笑，因为妈妈是第
一次包粽子，我吗肯定不会包的了。但还是跟奶奶学学，试
一试才知道会不会吗!

我和妈妈各自拿起粽叶，按奶奶所教的一步一步来。因为是
初次包粽子，妈妈笑着说：“怎么搞得，看起来简简单单的，
做起来手比脚还笨呢!”我听了，看了看妈妈手里那不成形的
粽子，哈哈大笑起来，和我的差不多吗!要角没角，太太难看
了。奶奶则鼓励我们：“第一个不行，第二个肯定会有进步
的。”就这样，妈妈倒是一个包的比一个好，而我还是没学
会。

不会包粽子就来煮粽子，我把奶奶包好的粽子一个个放入锅
中，加了水，然后烧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一股粽子香味便
飘了出来，我静静等待着我爱吃的蜜枣粽子。我过了一个难
忘的端午节，真希望每年可以这么开心。

谢谢大家！

民俗非遗演讲稿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初三13班的xx，我今天国旗下

讲话

的题目是：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中华文化。
传统的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冬至，大家了解吗？

冬至作为一个古老的节日，至今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在我
国古代，冬至被当作一个重要节日，曾有“冬至大如年”的
说法，而且有庆贺冬至的习俗。《汉书》中说：“冬至阳气
起，君道长，故贺。”人们一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
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
日，应该庆贺！《晋书》上记载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
官称贺。……其仪亚于正旦。”说明古代对冬至日的重视。
唐宋时期，冬至是祭天祭祖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
行祭天大典，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这种祭祖习
俗一直延续至今。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
果丢掉了，就割断了

精神

命脉。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全体
中华儿女寻根溯源的文化基因和

精神

标识！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民族之所以几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经磨难，一



次次凤凰涅槃，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观，最根本的就是深
深根植于民族基因的伟大

精神

支撑和崇高价值追求！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他
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

精神

品格，培育了

中国

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

思想

，支撑者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内涵，积极弘扬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即便是道路再曲折、
再艰难，我们也能为此作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完了，谢谢大
家！

民俗非遗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读国学经典，品中华文
化”。

。神州大地上，国学文化已传承了千年！何为国学？是司马
迁熟悉华夏文明，留下了传承民族魂魄的《史记》？是李时
珍涉足千山万水，遍尝百草，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造福于后人的
《本草纲目》？还是纪晓岚精通经、史、子、集

整理



出浩瀚的《四库全书》？国学，不就是那经得起时间洗炼而
沉淀下来的，能够在千百年后还能给人以深刻启示，让人从
中获益的

精神

财富、文化积淀吗？在浩瀚的国学宝库中，《弟子规》无疑
是一朵奇葩。《弟子规》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写而
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它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
础。

《弟子规》以《论语·学而

篇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
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祖宗虽
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
治安败坏之根白；贪嗔痴慢，人心堕落之原因，皆在误根本
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欲
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
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弟子规》这本书，正是从
根本出发，明伦教孝，务其根本。《弟子规》没做到，学习
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类似《弟子规》这样的国学经
典是

中国

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国脉的

精神

纽带，更是炎黄子孙奋斗不息，富国强兵的力量源泉！它犹
如一束光芒，润泽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脊梁。让我们一起诵读国学经典，传承华夏文化，肩负起民
族复兴的伟业，让

中国

这条龙腾飞在世界东方！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