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高校端午节策划(优秀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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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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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一

1.通过欣赏香包，了解香包的制作方法和作用。

2.通过动手操作掌握制作香包的基本要领，培养幼儿的想象
力、创造力、审美能力及同伴间的合作能力。

3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培养幼儿爱祖国的情感。

1、前期准备：幼儿和家长收集各种各样的香包。

了解端午节的习俗。

已有过使用针线的基础。

2、教具准备：制作课件：端午节的由来

1．教师演示课件，幼儿观看《端午节的由来》，导入课题。

a.提问：“端午节是哪个国家的传统节日？”“每年的几月
几号是端午节？”“端午节是怎么来的？”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大
多数传说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而来的，渗透爱祖
国的情感教育。



b.端午节都有哪些习俗呢？

幼儿讨论，请个别幼儿将课前了解到的端午节的习俗讲给大
家听。（带香包，喝雄黄酒、长命缕、吃粽子、绿豆糕、炸
油糕等）

2.教师请幼儿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桌上放置的各种各样
的香包。

提问：“你看的香包是什么样的？用什么制作出来的？有什
么味道？佩戴香包有什么用呢？”

3.教师出示制作香包的材料，示范香包的简易制作过程：

a剪布料——填充棉花及香料——收口——缝制——绑丝带

c剪糖纸或者包装纸——填充棉花及香料——收口——扎
眼——绑丝带

教师对幼儿正确使用针线提出要求（如不用的针要插在针线
包上，放置在针线筐内）并进行剪刀的安全教育。

4．幼儿自由选择组制作香包，鼓励幼儿合作制作，互相帮助，
教师巡回指导，帮助幼儿收口，特别注意提醒幼儿针线、剪
刀的使用和放置。

5．将幼儿制作好的香包悬挂在教室内，幼儿共同欣赏，发给
幼儿佩戴在身上分享成功的喜悦。

教师和幼儿共同收集全国各地有关端午节习俗的有关图片，
布置端午节的主题墙，让幼儿在看一看，说一说的过程中感
受祖国的悠久文化。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二

为了更好地发掘、传承和创新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使之与现
代社会相融合， 唱响我们的节日主题，给古老的节日注入新
的因子，让社区居民以贴近现实和现代的方式来过好端午节，
近而引导社区居民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喜
爱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增强
社区的凝聚力，我社区特组织如下活动。

时间：6月15日

地点：新开养老院

参加人员：社区居干

活动目的：6月15日正好是，南通有立夏碰蛋、吃蛋的习俗，
以寓意不疰夏。新开养老院现有20多位老人，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为了让老人们在敬老院也能享受到天伦之乐，安度盛
夏，社区居委会干部利用中午时间，到养老院，与老人们一
起包饺子、斗蛋、吃蛋。

时间：6月18日

地点：居委会

参加人员：社区老年居民

活动目的：健康的身体来源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
方式要有健康知识引导。为了让社区老年居民了解更多的健
康知识，邀请骨健康专家来社区上骨健康知识讲座。

时间：20xx年6月16日

地点：居委会



参加人员：社区居民

比赛细则：

1. 每位参赛者包2斤糯米，比时间、质量、外观、口味。

2. 米、芦叶居委会准备，盆、勺子等辅助工具自带。

3. 粽子口味自定，辅料诸如红枣、红豆自带。

4. 最后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鼓励奖若干名。

5. 包好的粽子送给社区孤寡闻老人，低保户。

活动目的：通过比赛，既让大家继承传统习俗，了解端午节
的知识，又增进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感情。把粽子送给社区孤
寡闻老人，低保户把传统节日的意义又进行了深化，以此来
增加社区的凝聚力。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三

端午节那天，孩子们来到幼儿园里，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粽子
的味道，有的还悄悄地把鸭蛋带到幼儿园，互相比较谁的蛋
美……。于是，端午节成了幼儿交谈的焦点，他们还向我提
出了有关端午节的一系列问题，让我在一时之间也难以招架。
心想与其一一解说，还不如设计一个主题活动，让幼儿在丰
富多彩的活动中主动探索、获得体验、寻求答案，也让幼儿
在看看、听听、说说、做做中主动了解端午节的习俗及来历。

第一次活动：

主要环节有：回忆端午节，在这个环节中让幼儿讲讲端午节
中最有趣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欣赏端午节人的传说，表
达自己的感受，画画端午节人们的活动等，虽鼓励幼儿大胆



想象、精心构思。并要求：把你在端午节中最快乐的一件事
画出来，注意选择合适的底色表现节日的欢乐氛围。但从幼
儿的反应及画面来看，端午节中最快乐的一件事很难体现，
小朋友参与的机会及孩子们的兴趣点没能抓住。且在这次活
动前由于没有创设环境，如：布置一些端午节的图片、粽子、
赛龙舟的图片或者一些芦苇叶、大米、让幼儿亲手包一包等，
环节比较单一，活动下来效果不是太好。

第二次活动：

通过第一次活动情况，我们年级组对第二次活动及时作了调
整。主要环节有以下几个方面：1、讲讲端午节的来历。在这
环节中老师给幼儿讲了屈原的故事并介绍了端午节两项主要
庆祝活动、包粽子、划龙舟的意义。让幼儿对端午节的来历
有个了解。2、包粽子、吃粽子。活动中幼儿通过包粽子、吃
粽子知道了粽子是中国的特色点心。3、制作龙舟。这里让幼
儿欣赏了龙舟大赛的录像和图片，激起幼儿自制自玩的兴趣。
4、划龙舟。组织幼儿进行“龙舟大赛”。船头的幼儿头带龙
的头饰，其余儿童排成一队坐在龙舟里，按锣鼓节拍作划船
动作。也可两舟之间开展竞赛，哪队动作整齐哪队为胜。5、
活动延伸。可以通过学唱《过端午》，画画《赛龙舟》来增
强过端午节的感受。

本次活动我们克服了上次活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活动通过
包粽子、吃粽子、制作龙舟、划龙舟大赛等活动让幼儿真真
切切体会到了端午节的乐趣。但也发现，幼儿的需要没能得
到很好的满足，既然幼儿多粽子感兴趣，那么我们不妨
把“粽子”作为重点，让幼儿来发现粽子的种类、包粽子的
方法有哪些，从而激发幼儿学习的兴趣。

第三次活动。

我们年级组针对上次活动的情况对第三次活动作了设计，还
利用了家长资源，主要是讲讲端午节的来历，幼儿观察粽子;



知道了粽子有很多种;吃粽子，把吃粽子的感受用语言完整、
流畅地与同伴交流;包粽子。请幼儿讲讲妈妈、奶奶的包粽子
的方法。然后自己看图片，学习包粽子的方法，最后每位幼
儿介绍自己包粽子的体会;(如怎么成功地包一个粽子，有没
有想出其它的包粽子方法等等)然后把自己包的粽子送到厨房。
在本次活动中，整体感觉是很流畅，各个环节都是在很自然、
轻松的状态中进行着的，通过活动，我们有以下体会：

1、师幼互动好。

在组织活动时，各环节都充分发挥幼儿的主体地位，充分体
现了教师的主导和幼儿主体的关系。教师对孩子的启发引导
方面把握的很好，切合幼儿的实际水平，让孩子敢说、敢做，
探索欲强，激发了幼儿学习兴趣。充分体现了《新纲要》的
精神。

2、幼儿参与活动情绪高。

在这次活动中，“包了粽子想吃自己亲手包的粽子”的情绪
始终围绕着他们。教师充分发挥了幼儿的自主性，在幼儿探
索粽子的种类上，兴趣很高。他们观察的很投入，很仔细。
以至于在幼儿这一环节中用了很长的时间。

3、活动效果好。

通常一个活动是否成功，活动效果是最有说服力的。在这个
活动中，通过幼儿包粽子画看出，孩子的动手能力得到了提
高。而且包的粽子还比较好。

本次活动是以“端午节”为基本材料而生成的以促进幼儿全
面发展为目标的教学活动之一，源于幼儿对生活中所熟悉的
事情--“端午节”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为幼儿的好奇、
兴趣而及时调整、修正、设计的活动。整个活动的展开是以
幼儿参与适宜引导为主。活动采用让幼儿回忆、谈论端午节，



在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上，通过图片、出示实物、讨论等活
动，帮助幼儿了解、强化了对端午节的认识。幼儿对粽子产
生了极大的兴趣，又通过看、尝、包、制作等活动，帮助幼
儿运用已获得的经验，在个人、小组、等不同环境中，进行
操作活动，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幼儿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操
作、理解，将幼儿的学习地点还扩展到了家庭(如让幼儿回家
向妈妈、奶奶学习包粽子的方法)，体现了幼儿是教育的主体
和教师尊重幼儿个体学习方式的意识。

在活动中教师创设了一切让幼儿“活动”起来的条件，调动
感官，促进各自发展。教师抛弃了经验主义以及一些文化传
递理念的观念，渗透了新的教育观和儿童观，如从教到建构
的转变。如在活动中，端午节人们的活动幼儿能自己体验到，
而端午节的来历除非家长曾告诉过幼儿，不然他们从哪里获
得这些概念呢?这里教师改变了过去的“我教你学，我讲你
听”的师生单向信息传递模式，采用让幼儿回忆、谈论端午
节，在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上，通过课件、出示实物、讨论
等活动，帮助幼儿了解、强化了对端午节的认识。通过尝粽
子、包粽子等活动，让幼儿再次体验端午节给我们带来的快
乐。

(1)、教育内容的整合。该活动的内容已涉及到了科学领域、
艺术领域、社会领域和语言领域，把幼儿的学习看成一个整
合的系统，汲取各领域的经验。同时，由于内容和对象是从
前次活动中衍生出来的，幼儿比较熟悉，从幼儿的角度看它
不仅不是一种全新的事物，而是身边的熟悉事物。而且“新
活动”和“旧活动”都变成了“小步距”的新学习，幼儿既
不会因为“新”而“疲劳”，又不会因为“旧”而“疲塌”，
兴趣油然而生。正如学习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所说：幼儿在与
较为熟悉(即不完全陌生)的对象相互的过程中，更容易产生
主动的学习。

(2)、教育方式的整合。



有自由的谈话活动，有热烈的讨论活动，有愉快的郊游……。
从谈话活动到品尝、制作活动，到绘画活动，无一不是幼儿
从理解到表达、从模仿到创新、从接受到运用的整合过程。
这种做法的益处是，当教师有意识地向幼儿提供了发现和满
足自己的各种需求(玩、好奇、探索)的机会，就会使幼儿的
自身发展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起幼儿
的愉快情绪和继续活动家的愿望，从而得到了发展。

纵观幼儿在活动的过程中进行了感知、操作、分类、思考、
讨论、表达、创造等多方面的智力活动和技能学习。在他们
眼前、手中，所看到、做着的每一个都与“端午节”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每个人都可以不断或间断地从不同角度或在
不同层次上探索、获得，并不同程度地获得发展。瞧，有的
孩子用语言大胆地表达，有的孩子创作出了热烈欢快的图画。
从每个子的表现中你会发现他们获得了许多，这绝对不是教
师三言两语所能替代的。正因为教师没有作为“讲述者”、
知识的“传声筒”，幼儿才能学得如此轻松，收获如此丰厚。
正因为注重了幼儿的活动和形式的多样化，才使幼儿在本次
活动中全身心地投入，欣赏体验到了祖国民族文化的古、美、
趣，获得了各方面能力的提高。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四

竹篛香飘华池，端阳正当五月

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

饮服公司第三分公司

****

食堂门口学生活动中心

1、前期准备工作



准备好各活动用具，分配各部负责项目及人员安排、

3、活动开始、

（1）夹弹珠

（2）镖王

争霸

（3）端午知识问答

我们在场地周围悬挂长绳，绳上按顺序粘上有关端午节风俗，
歌谣等的问答题目、

同学们若知道题目答案的可将题目拿下，到对奖处回答，答
对者发放奖品、

吃粽子比赛

（2）美食大会

在食堂门口开设一块美食专区，由食堂负责提供各式粽子和
各种风味的南北小吃、

通过主场活动为食堂作宣传，加强与同学的交流、

热场及主场游戏为美食大会聚集人气、

1、活动中制作特制大型横幅，在食堂南门口悬挂，明确标明
协办单位名称、

2、活动中制作海报张贴在校区明显处，并明确标明协办单位
名称、



4、在活动进程中，学生会组织人员均大力为赞助单位进行宣
传、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五

端午节简介：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
阳。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
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
虽然名称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
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
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
儿回娘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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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五毒饼、咸蛋、
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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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
体育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
胥说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
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
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
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
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
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
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
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
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

高校端午节策划篇六

粽叶飘香”端午特别活动，旨在提高队员们的爱国意识，增
强民族自豪感，培养队员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6月19日各班调换安排一节班队课的时间。

（各班可根据本班特色挑选两——三个活动参加）

各班在教室开展“寻根溯源

粽叶飘香”——端午品粽会。同学们可以介绍自己带来的粽
子，了解粽子有许多种类：从外形上，粽子有枕头粽、三角
粽等；从内容上，粽子有红枣粽、肉粽、蛋黄粽、红豆粽等；
老师讲述了端午节的由来和端午节的一些习俗活动；大家一
起品尝了香喷喷的粽子，教室里充满快乐端午的节日气氛。

中国的端午节有着悠久历史，期间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产生
了许多有关端午节的民谣。例：“棕子香，香厨房。艾叶香，
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
儿端阳，处处都端阳。”“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
堂。吃粽子，撒白糖，赛龙舟，喜洋洋。”等。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
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五月五是端午》知识抢答板
块，知识题：

a、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除了端午节之外还有那些？（清明节、
中秋节、重阳节、元宵节）

b、你知道近年端午节都是几月几日吗？



c、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
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

d、端午节的由来？（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
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
腾祭说等等。）

e、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呢？（同学们交流从各种渠道了解的有
关于端午节的各种习俗。）

如：吃粽子、喝雄黄、挂艾草、菖蒲、悬钟馗像 、赛龙舟竞
赛等。

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为流传，老百姓把端午节吃
粽子与屈原联系在一起。队员们讲述屈原的故事。

佩香袋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端午节小孩佩香囊，有避邪驱
瘟之意。香袋形状不同，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队员动手做一做香袋，看谁做的香袋最漂亮。

寻根溯源，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端午节主题活动是我校引导
学生“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又一次实践体验。请各班积极
落实，每班形成一篇通讯报道，可投稿校园网、晚报、商报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