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 端午节调查
报告(优质5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
最新的信息，深入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
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篇一

今年端午节放了三天假，而在端午节那天，我去参加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考试———全国英语等级，我报考的是英语二级。

端午节一大早，我就赶往我学英语的地方。一看，人还挺多
的。我挤入人群中，在老师那里领了准考证。虽然之前进行
过考前培训，但亲临现场时，还是不免有一些紧张。我和妈
妈去看了一下考前通知。等了一会，终于到了拆封试卷的时
候了。sunny老师亲自拆封从北京运来的试卷。这时，我不免
有些紧张和好奇，我想去看一下试卷。试卷拆封了，我们拿
着准考证依次进入考场，我的考号是02号，自然坐在了第二
个位置。老师宣读考试规则，就发试卷了。看试卷的那一刻，
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一看试卷，哎！还比较简单嘛。可
谁知听力考试的题目虽然题型简单，可都是形音相近的。录
音开始时第一个单词我就没有听清是mouse还是mouth。想想
看，应该是mouth，我就选它吧。后面的题目比较简单，我都
会做。可谁知句子改错的那一题，我将改过后的句子都写在
后面的横线上，等我做完了，监考老师却说那题只用写错误
的部分！什么？题目中又没说，后面还留那么大的空！我都
写了，怎么改？划了？不行，不整洁。可不划掉又怎么办呢？
算了，划了吧，我只好下定决心划掉了多余的英文单词。

听力和笔试考完后，还要考口语。我想起培训时老师对我说
口语的文章或图画大多数都是书本上的，于是休息的十分钟



我就把书上已经学过的文章都看了一遍。开考了，我的考号
是002，所以第二个就是我，马上就该轮到我了，我心里七上
八下的，生怕考砸了。一会儿，一号就出来了！好，该我了。
口语考试是随机抽试卷考试，抽到哪张考官就问哪张的问题。
我想了想去抽，抽中了a卷。我进了考场，考官开始问问题。
哈哈！怎么都是“早上好”之类的？我正庆幸呢，后面的题
就开始难了。最后让我描述图画里的内容。我看了看，怎么
也看不懂一只鸟在树下，头上顶一个石头，旁边还有一个石
头。这是书上的吗？不是啊，算了，我乱说几句，应付过去
了。

考试结束后，我心里真是乱成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尤其是
口语。晚上妈妈散步时遇到了sunny老师，才知道那道题是还
没有学过的课文中的，不过我已经通过了。听了这番话，我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

这次考试真令我终身难忘！不管考得怎么样，我都无所谓，
毕竟是一次人生经历，下次再遇到这种考试，我想我不会再
害怕了！

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篇二

一．研究的问题

端午节有哪些的习俗?

二．调查方法

1，查阅有关端午节的书籍，阅读报刊，上网浏览，了解端午
节的由来。 2，走访有关部门，了解端午节的历史。

3，通过各种途径，搜索端午节的习俗。



研究时间：5月1日—6月5日

三．研究过程与内容

端午节的简介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龙
舟节、女儿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五、夏节、
天中节、浴兰节、屈原日、诗人节等。。是夏季的一个驱除
瘟疫的节日，后来楚国诗人屈原于端午节投江自尽，就变成
纪念屈原的`节日。端午节,端是“开端”、“初”的意思，
初五可以称为端五，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
族的四大传统节日阅读报刊端午节的另称端午节共有六种称
法，分别称为端阳节，重午节，浴兰节，解棕节，女儿节，
菖蒲节，上网浏览端午节的习俗端午节的主要习俗有挂艾叶
菖蒲榕枝，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
挂钟馗像。家长的讲述端午节的佩饰画额，戴香袋，贴五毒
图，挂艾草、菖蒲、榕枝自己的观察端午节最常见的事端午
节有很多有趣的习俗，比如吃粽子，赛龙舟。

四．结论

农历以地支纪月，正月建寅，二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
因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
所以一些地方又将端午节称之为五月节、艾节、夏节。从史
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西晋人周处《风土
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
传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1]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
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系
百索子、做香角子、贴五毒、贴符、放黄烟子、吃十二红。

五、感想

端午节，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可有可无。其实不然，端午在
中国民俗文化中，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节日，只不过近代新文
化运动兴起，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把大量旧



有的传统民俗文化都革除掉了。一代代人下来，到如今，有
些人竟以为粽子只是一种地方小吃，其中的来历及文化内涵，
已被丢失得非常久远了。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一、问题的提出

眼看就要到端午节了，同学们天天在学校谈论着怎样过端午
节，于是，我就做了一次。

二、调查的方法

1、查阅有关书籍，报刑。

2、上网浏览。

3、听爸爸妈妈讲诉。

4、自己观察。

四、结论

作者：张紫纯

5-2班

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篇三

端午节到了，很多人家中都会有粽子。庆祝端午节不但吃粽



子，还会赛龙舟，放河灯等等。那端节的来历和端午节为何
要吃粽子你们知道吗？不知道？那就让我告知你们吧！

下午，我到街上去问了1些公公婆婆，1些婆婆说：“端午节
的来历是记念1个叫屈原的人，屈原于5月初5自投汨罗江，死
后为蛟龙所困，众人10分伤心，每于此日投5色丝粽子于水中，
以驱蚊龙，以避免让蛟龙把屈原的尸体吃掉。

”1些公公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
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
湖面上的小舟1起聚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
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

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尔后才逐步发展成为龙
舟比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记念屈原相干，
有唐朝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
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我问起公公婆婆们关于1些端午节的食品和赛龙舟的时候，他
们说得更起劲儿了，他们说：“端午节的食品和赛龙舟到现
在已成为人们过端午节必不可少的东西了，过端午节，是中
国人2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
许多故事传说，因而不但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
也有着不尽相同的风俗。

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外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
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
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
蒲酒，吃5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有迷信色采的
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
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
限，成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1年1度的端午节，人们总会思念起屈原，在微微的月光下，



诉说着对世间的美好欲望……

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篇四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鼓声三下红旗开，两
龙跃出浮水来。”这是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描写端午佳节热
闹场面的诗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这一
天人们会吃粽子、插菖蒲、喝雄黄酒、进行龙舟竞赛等活动。
如今当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端午节习俗承袭下来，并成为国家
法定假日的时候，却有人呼吁“莫让端午节变成粽子节”，
还有人感慨“端午依旧过，粽子在飘香，龙舟在疾驶……除
了这些端午还剩下些什么？”

近日，一项关于端午节的网络调查显示，62.51%的被调查者
认为，人们自己忽视了端午传统，不够重视。有37.49%的人
认为，端午的商业味太浓了。有41.81%的人在端午节最想做
的事是在家休息。

事实上今年的端午节活动由于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各地呈
现出冷热不均的状况。在南方，特别是屈原故乡所在的湖北
省，以及联合启动端午申遗的一些省市，端午节活动热闹非
凡。在湖北秭归端午文化节的重头戏是龙舟比赛，一些选手
的帽子还用竹子和笋叶编织三只小鸟，象征着屈原的妹妹呼
唤哥哥回来。在武汉东湖之滨，一群身着汉服的大学生向屈
原像行祭祀大礼。而在我国其他的一些地方，端午节活动则
更多与吃粽子有关，例如各地举行的包粽子大赛，其中南京
和专门举办了外国人包粽子大赛。而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
趁着端午小长假去周边旅旅游是最重要的。端午节已经被简
化为，去超市买几只速冻的粽子。很多人除了知道它和纪念
一位名叫屈原的诗人有关外，对它所蕴含的其它文化意义知
之甚少。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



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
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
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
内容。

调查:九成学生只知端午吃粽子成年人嫌过节单调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到底该如何普及？

粽子节快乐！昨天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但许多中小学生见
面的第一句祝福语却用粽子来代替。

27日，重庆华夏国学研究院就中学生对端午节的认识进行了
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九成以上学生的心中，吃粽子几乎成
了端午节的全部内容。

如何过端午知之甚少

这项调查在我市字水中学、朝阳中学等5所中学的1000多名初
中学生中进行。对于端午节的来历，学生们显得并不含糊，
都表示这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吃粽子则是为了“让
屈原的尸体在河里不被鱼吃掉，所以把粽子丢在河里”。

但对于如何去过这个传统的节日，学生们则表现出困惑来。
他们能列举出的过节内容少得可怜，90%以上的学生只能列举
出吃粽子、划龙舟这两样，挂陈艾、喝雄黄酒等少数几种课
本上见过的方式，也很少有学生能答出来。

在调查中，对于“你希望怎么过端午节”这个问题，有65%的
学生回答说：“吃粽子，在家和父母一起过节”；17%的学生
回答：“可以出去到处游玩”；还有14%的学生回答：“希望
多放几天假，少布置点作业”。

端午有更多文化内涵



“学生们对端午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肤浅的书本知识上，对
过端午节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却很模糊。”华夏国学研究院院
长黄明超先生说，从收到的1000余份调查问卷中，发现大多
数孩子对端午节的由来、习俗有一定了解，但明显是来自于
课本，在生活中难以感受到这个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黄明超说：“端午节可以放假，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吃粽子，
是孩子们喜欢端午节的主要原因，但端午节绝不应该只是这
些内容，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节日还有更加丰富的文
化内涵。”

成年人也嫌过节单调

其实不只是中小学生对端午节的感受停留在粽子上，对于许
多成年人来说同样如此。

“一早起来上网，看到韩国人进行端午祭的新闻，心里感到
酸酸的。”家住江北长安丽都1－21－3的黄先生说，“人家
过传统节日，有盛大的仪式和丰富的内容，而我们的节日，
现在连划龙舟都很难看得到了，大家到商场去买点包装精美
的粽子就算是过节。”

36岁的王开玲女士老家在四川达州，她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是
这样过端午节的：一早起来母亲就会给她手上系上一条五彩
线，再挂上一个香包，然后和小伙伴一起上山摘指甲花，将
手指涂得红红的。那时，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挂上菖艾，下午
去河边看赛龙舟，晚上回家妈妈熬艾草水给她洗澡。“现在
想起来都暖暖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很多东西似乎都难以
实现了。”

端午节申遗下半年有结果

今年端午节还有一层不同意义——以屈原故里湖北省为主体，
我国端午节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全面展开，今年下



半年就将有结果。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昨天采访了湖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江清和。

江清和称，现在相关的申报资料已经递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今年下半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评审，并公布结果。
据悉，端午节申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节日习俗的内容，比如
端午节挂艾叶，挂菖蒲；祭祀等方面的习俗，以及体育游戏
竞技的活动。

本次申报的遗产名称是“中国端午节”，内容实际上是由三
省四地的“端午习俗”组成，分别是湖北秭归县的“屈原故
里端午习俗”、黄石市的“西塞神舟会”以及湖南汩罗市
的“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和江苏苏州市的“苏州端午习俗”，
申报材料由三省联合“打包”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端午节你是如何度过的？

今年是我国第二个端午节假期，你是如何度过这个假期的？
继4年前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
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后，中国已启动“端午节”申
遗程序。目前该项目已由湖北省代表中国向联合国递交申报
表，进入初评阶段。你是怎么度过这个节日的？《国际先驱
导报》联合新浪网展开调查，欢迎你的参与。

端午粽观课报告总结篇五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亦
称端五，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
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
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
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
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
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
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五种说法，诸



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
恶日驱避说，等等。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起源的观点
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
竞渡和吃粽子都与屈原联系起来。传说屈原投江以后，当地
人民伤其死，便驾舟奋力营救，因有竞渡风俗;又说人们常放
食品到水中致祭屈原，但多为蛟龙所食，后因屈原的提示才
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做成后来的粽子样。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是各种各样，
比较普遍的活动有以下种种形式：

1、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
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
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
性、半娱乐性的.节目。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
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寓意。

2、端午食粽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
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
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
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
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
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
《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
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
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
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3、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
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
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
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4、悬艾叶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
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
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
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丽芬
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5、挂荷包和拴五色丝线

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因而，节日清晨，各
家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
五色线。系线时，禁忌儿童开口说话。五色线不可任意折断
或丢弃，只能在夏季第一场大雨或第一次洗澡时，抛到河里。
据说，戴五色线的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扔到河里，
意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儿童由此可以保安康。

6、游百病

为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男女老幼往野外游玩，穿新



衣，在中午一时左右，路上山上或树下挤满人群，手抱花草，
非常快乐。晚上回家将花草和水煮开洗澡，老年人称为游百
病及洗百病，不出去游百病及洗百病的人，一年到头就不会
获得吉利。

7、类似还有饮雄黄酒

此种习俗，在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家很盛行。游百病：此种习
俗，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