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优
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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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一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结合本校彩豆文化特
色，通过“彩豆情怀，端午显爱”主题教育活动，将中华民
族的气节教育、节气文化和学校特色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学生对端午节传统文
化的了解和热爱。

二、活动设计

(一)找一找

对象：1——5年级学生

要求：从阅览室或网上找一找关于端午节这一节气的相关知
识;端午节的由来;屈原的故事;屈原的诗词;赛龙舟和包粽子
的习俗。

(二)说一说

通过午会课、班会课、班队课，组织学生说说相关的知识。

1、对象：1——2年级学生

要求：说说端午节的由来;说说包粽子的习俗。



2、对象：3——4年级学生

要求：说说端午节的由来;说说包粽子的习俗;说说屈原的故
事。

3、对象：5年级学生

要求：说说端午节的由来;说说包粽子的习俗;说说屈原的故
事;说说屈原的诗词。

(三)画一画

对象：3——5年级学生

要求：以“走近端午”为主题制作一份小报，能反映端午的
习俗，自己的心声、生活的体验。3——4年级为手抄报，5年
级为电脑小报。

(四)写一写

通过黑板报、班级橱窗等阵地，进行环境布置设计。

对象：3——5年级学生

要求：以“端午情怀”为主题出好一期黑板报。4年级学生以
写信的方式为“512”灾区的的小伙伴写封信，说说自己对端
午节的理解、和小伙伴分享端午的快乐。5年级学生进行屈原
诗词钢笔书写比赛。

(五)学一学

对象：1——5年级学生

要求：以“我向奶奶学一技”为主题，学习粽子的名种包法，
在学习的过程中，尝试用各种豆物作为佐料包粽子，并品偿



不同地方、不同的风格、不同特色的粽子。

(六)比一比

对象：3——5年级学生

要求：以“六一我作主、端午我进步”为主题，进行故事演
讲比赛。故事内容可以是学习屈原的小故事、可以是反映端
午民俗气息的生活故事、可以是自己在端午学习一项技能的
小故事。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二

本活动是在端午节和端午节前夕举行的一次主题班会。班会
开始前先让学生搜集与端午节相关的资料，学会包粽子，做
好相关准备工作。班会的主要过程包括：学生将自己搜集到
的有关端午节的资料在班上进行交流，了解端午节习俗的来
历;学生讲述屈原的生平与主要成就，并讨论我们应当学习屈
原的哪些品质和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讨论我们是否应
该用外国的节日来代替中国的传统节日，明确我们应当继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班会目的]

结合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对学生进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热爱祖国和热爱劳动的教育。

[班会背景]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相传二千多年前战国
时期的爱国主义杰出典范、我国古代大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投
江自沉，后人为了纪念他，把这天定为端午节，各地有吃粽
子、赛龙舟等风俗。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学生对此传统节日
的文化内涵不大了解。因此，在端午节举行此次班会，有助



于学生了解有关历史知识，明确端午节的文化内涵，让学生
接受一次爱国主义的道德情操教育，同时对学生进行一次热
爱劳动的教育。

[班会过程]

1.准备工作

(1)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搜集有关端午节和屈原的资料，对端午
节及其习俗的来历和屈原的生平、主要成就有所了解;搜集中
外传统节日的相关资料，对中外传统节日进行对比，探讨我
们是否应该弘扬我国传统节日的文化。

(2)全班学生学唱《歌唱祖国》、《我们是祖国的希望》等歌
曲，背诵屈原的《国殇》。

(3)向家人或者其他人请教，学会包粽子。

2.班会主要过程：

主持人：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来了。每年的这一天，民间有
吃粽子、赛龙舟、挂艾叶、饮雄黄等习俗。现在，请同学们
说一说端午节及其习俗的来历。

学生：(略)

主持人：前些天，班主任老师曾让我们向他人请教，学会包
粽子。请同学们谈一谈自己学包粽子的体会与收获。

学生：略。

学生：略。

主持人：我们曾经学习过伟大爱国诗人的《国殇》。现在我
们来背诵这首诗。



(全班学生背诵屈原的《国殇》)

主持人：今天我们纪念屈原，应该学习屈原的哪些品质和精
神?

学生：屈原已经离开我们2340多年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
主要是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
和他“可与日月争辉”的人格。

主持人：对我们中学生来说，热爱祖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祖
国统一，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把个
人的理想和事业融汇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
业中，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主持人：让我们一起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全班学生齐唱《歌唱祖国》、《我们是祖国的希望》)

主持人：在我国，除了端午节以外，还有哪些传统节日?

学生：除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七夕节、中秋节、重
阳节等。

主持人：下面，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以下两个问
题：(1)近年来，有人建议将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对此，你是赞成还是反
对?简述理由。(2)有人认为外国的许多节日，如圣诞节、情
人节等有较强的娱乐性，而中国的节日缺乏娱乐性。所以中
国应该引进国外那些具有较强娱乐性的节日来代替传统的节
日。对此观点，你是否赞同?简述理由。

(学生讨论)



主持人：现在请各小组的代表将本组讨论的情况向全班同学
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学生：略。

主持人：我赞成将除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
等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假日，因为这样做能使人们有时间从
各种节日仪式中感受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享受节日所带来
的心灵愉悦。但是我不赞成用国外的传统节日来代替我国的
传统节日，因为这样做不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
后，请班主任老师给我们作小结。

班主任老师：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载体，不仅形式多样，喜闻乐见，还是各家各户乃至
全民族都喜欢参与的节日。传统节日的各种仪式，千百年来
都为中华民族所喜闻乐见，它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内心情感
的一种展现，包含了丰富的审美理想和伦理道德追求。珍视
我们的传统节日，能发挥涵养中华民族之根，弘扬民族之魂
的作用。因此，我们要热爱祖国，珍视我们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主题班会活动(四)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三

在这个炎热的六月，我度过了一个别具特色的端午节，参加
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收获颇丰。这是个登高赛龙舟的
节日，包括包粽子、晒闲太阳、品尝美食等多种活动，不仅
丰富了我的节假日生活，也让我从中感受到了深厚的传统文
化底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我更加热爱端午节，也更加珍
惜和发扬传统文化。



首先，我通过包粽子的活动，体验到了传统的手工艺。我和
家人一起前往亲戚家中，大家围在一起包粽子。看着亲戚们
熟练地捏起糯米，裹上鲜美的馅料，我也迫不及待地想亲自
动手。起初，我笨手笨脚，裹出来的粽子形状参差不齐，但
经过不断尝试，我终于掌握了包粽子的技巧。我发现，包粽
子需要经验和耐心，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操作，不可操
之过急。最终，我的粽子也有了可圈可点的成果，我感到非
常自豪。通过这种手工艺活动，我更加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也更加珍惜传统的手工艺。

其次，在端午节期间，我还参加了赛龙舟的比赛活动。比赛
前，我们队伍进行了辛苦的训练和筹备工作。我们齐心协力，
互相配合，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着。参加龙舟比赛不
仅是一项体力的考验，更是一种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的体现。
在比赛中，我和队友紧密合作，划动双桨，力争速度和节奏
的完美配合。尽管我们最终没有取得名次，但参与其中的过
程却给了我很多启发。通过这次比赛，我学到了团队合作的
重要性，知道了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端午节活动不仅有包粽子、赛龙舟，还有晒太阳、吃美食等
传统节目。这些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愉快的氛围，让人感
到轻松和舒畅。晒太阳是我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在那一天，
阳光明媚，微风徐徐，我和朋友们躺在草地上，聊天、打闹、
晒太阳，享受着温暖和自由。这一刻，我感到心情愉悦，忘
记了一切的烦恼和压力。而品尝美食更是我端午节的一大享
受。在这个节日，家里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传统美食，粽子、
艾草饼、五色豆……美食的香气扑鼻而来，让我大饱口福。
通过这些活动，我更加热爱端午节的欢乐氛围，也更加体会
到精致生活的美好。

最后，通过参加端午节的各项活动，我进一步认识了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和美妙之处。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深
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这些传统活动总能让人从繁忙的生
活中解脱出来，找到人生的真正乐趣。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瑰宝，只有我们珍视和发扬传统文化，才能让其历久弥新，
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继续坚守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将这份文化寄托给下一代。

总之，端午节是一个充满热闹和欢乐的节日，我通过参与各
种活动，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力量。包粽子、赛龙舟、
晒太阳、品尝美食等活动，让我更加热爱端午节，也更加珍
惜和发扬传统文化。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传承和发扬
端午节的精神，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四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端午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到
这个节日，人们都要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这些传统活
动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习惯。而在我校，今年端午节也
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我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些活动，让我深
深感觉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从中受益良多，收获颇
丰。

第二段：赛龙舟

赛龙舟是传统的端午节活动之一，也是我校端午节活动的重
头戏之一。每个班级都要组织自己的龙舟队，然后进行比赛。
虽然我从来没有参与过龙舟比赛，但是我想必肯定很累。那
种强烈的比赛氛围和激烈的竞争让人感到十分惊险刺激，让
我感到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人们运动起来却是那
么的生动活泼。

第三段：包粽子

包粽子是另一项重要的端午节活动。在活动当天的上午，我
和我的同学们齐聚在教室里，开始包粽子。我们把粽子叶子
洗净晾干，然后把米、肉、花生等材料尽可能多地塞进去。
虽然最后有些粽子外形并不是很漂亮，但是，我们始终在这



种传统活动中感觉到了种誓以自民族文化气息。

第四段：艾草蒸糕

在端午节这一天，我们还品尝了用艾草蒸煮的糕点——艾草
蒸糕。我们会呷着热茶，聊着天，尝着口感独特的糕点。尽
管口感与我们过去吃的油腻甜糯的糕点有些不同，但我们把
国道的自然食品应用到了美食中，让人们更好的保持健康体
魄，接受中华美食文化的关注。

第五段：总结

在这个端午节活动的过程中，我了解了许多传统文化的内涵，
也更好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浓厚气息。站在这个文化的传
承之中，我们更能够理解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如何被中
国传统文化塑造的。端午节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集体文化
的不断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要珍惜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中
更好的发展，培养文化自信，不断激发民族文化的积极性。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五

活动目的：

缅怀先人，认识传统节日的由来和意义，强身健体，团结合
作，弘扬民族文化。

活动过程：

一、 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参考答案(配合画面)：

1、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
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
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
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二、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
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
毅然写下绝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沿
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
中，以免鱼虾蚕食他的身体。两千多年来，每年的农历五月
初五就成为了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三、大家齐动手――包粽子。

四、学生回家煮自己的粽子。

五、教师寄语。

端午节综合实践活动教学案例篇六

今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我们无法像往年一样欢度传统佳
节——端午节。虽然不能外出游玩，但我们学校还是开展了
一系列的端午节活动。在这场特殊的疫情背景下，我参加了
一些活动，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



第二段：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健康和安全的重要性，而传统文化也是我
们的精神安全。学习传统节日文化不仅可以增进我们的文化
底蕴，更能够加深我们对祖国的认知和热爱。在参与学校的
端午节活动中，我了解到端午龙舟是有着竞技、社交、娱乐
的多种功能，它既是体育竞技项目，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
宝。通过活动，我们学到了关于端午节的传说和典故，懂得
了端午食品的制作和善待自己等方面的知识，不仅丰富了我
们的知识面，也正确引导了我们对节日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第三段：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在这个快节奏、追求新鲜的社会里，我们是时候以更为开放、
包容的心态去审视传统文化了。世界那么大，我们为什么要
放弃自己拥有的宝贵遗产？经过对端午节历史文化的了解，
我从中悟到令人钦佩的民族文化包容性以及鉴古知今的智慧
和美。传统文化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学习和挖
掘它的价值是我们深入思考当代发展过程以及深化文化内涵
的必经之路。

第四段：疫情下的家庭节日文化

在疫情下的家庭共度端午节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妈妈为我们
准备的粽子松香四溢，每一粒糯米、每一段肉馅、每一根葱
和每一片竹叶都蕴含着家乡的人情味。我们四个人可以茶余
饭后围坐在桌旁，讲讲新闻时事、分享自己的见闻和疑问。
在以往的繁忙工作中，家庭过节成了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
而疫情下体现在家庭节日文化里，让我们更珍惜彼此之间的
联系和交流。

第五段：结尾

总之，疫情虽然让表面的端午节活动变少了，但生命运行中



更深刻、重要的东西更多。我们以不同的形式追求文化新的
化与创新，当探寻民族文化、从传统文化汲取智慧时，我们
也要尝试新的表现方式，将这种智慧传递、让它变得更自成
一体。愿我们传承好中华传统文化和端午节文化，让我们的
每个节日都成为同一条文化大道上连绵的楼阁，让我们建设
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