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心得体会(精选7篇)
在撰写心得体会时，个人需要真实客观地反映自己的思考和
感受，具体详细地描述所经历的事物，结合自身的经验和知
识进行分析和评价，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流畅性。那么心得
体会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
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端午心得体会篇一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家乡最有特色的一天，端午节――。虽然
端午节在中国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盛大节日，但是在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有端午节的习俗。但是，我感觉南方的
端午节比北方更有趣，更浓郁。

端午节是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节日。端午节的每一天，我们
每个家庭都会包一种“中山绿豆棕”，像圆棍形状的手臂一
样粗。鲜竹叶是用来绑棕的，里面有食材，有咸粽子和甜粽
子两种味道。甜粽子包括莲子、红豆沙、栗子泥、枣泥：咸
的，就是腊肉、烧鸡、蛋黄、扇贝、香菇、绿豆、叉烧等材
料。包好的粽子放在锅里煮。粽子煮好后会闻到淡淡的.竹叶
味，香味会溢出整个厨房。

这一天，村里的“龙舟”太幼稚了！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过瘾。
看电视直播的龙舟比赛。在广阔的江面上，20多条“传统
龙”展开了角逐。长长的龙舟上挤满了肌肉鼓鼓的大个子。
鼓手在中间，前面的人在欢呼，响亮，霸气。威风，震撼。
毛毛雨，河水汹涌。在这里，男人勇敢坚强，这很棒！在北
方，“扒龙舟”的习俗并不常见，因为北方的河流没有南方
多，所以北方的端午节只吃粽子，没有南方的轰轰烈烈。这
就是我家乡端午节的独特之处。

头别有一番滋味。



20xx年，又一个新的端午节即将到来，我怀着一颗思念，期
待，激动的心去迎接你。去欢迎你。

端午心得体会篇二

早晨，我一起床就闻到一股清香，于是连忙跑到厨房，一看
原来是妈妈在包粽子。

我很想体会体会这种气氛，便向妈妈要求，让她教我怎样包
粽子。妈妈告诉我包粽子，首先要把粽叶洗干净，在热水中
泡软。再准备好枣子、鸡蛋、肉等做陷，将自己喜欢的陷煮
得香喷喷的，就可以开工了。

先把长长的粽叶折叠，围拢来，做成一个窝，中间放进调配
好的糯米和粳米，包出棱角。然后把陷放在米里，和在一起
揉匀，最后把粽叶包着的粽子做成四角的形状。这包粽子的
功夫全在最后一道工序，你的粽子包得好不好，就看四个角
是不是匀称，是不是有型。之后把包好的粽子放进锅里用猛
火煮，大约1小时后，改温火煮30分钟就可以。

在煮粽子的过程中，我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揭盖子察看情况。
因为从锅里飘出那粽子的香气，馋得我直流口水。

粽子煮熟了，我吃着粽子便问；“妈妈，粽子是怎么来
的？”妈妈说：“说来话长，屈原是我国一位的诗人和伟大
的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在他的努力下，楚国国
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
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流放期间，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秦
军攻破，心如刀割，便抱石投江身死。

因此，人们为了纪念屈原怕他的真身被鱼龙虾蟹吃掉，做了
粽子投入江中。”听了妈妈的述说，我不禁敬佩起屈原来了。



端午心得体会篇三

本学期来，我能够根据教研中心和学校的课题组计划，确定
好课题(风筝飞吧)、(关注湖南奥运)、(趣话端午节)进行研
究，活动中，能够发挥学生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
生能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到湖南省体工大队参观，向运动
员了解相关的信息，并做到有研究，有交流，有记录;在活动
子课题提出后，到活动方案的制定，再到活动的实施，及活
动的总结、交流与评价，都能够让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活动，
教师有效的针对学生的实际，进行适当的指导、引导。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导师与学生的关系。
它要求以学生活动为中心，而教师在学生的活动中始终起着
指导作用。综合实践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学
生“做”出来的，因而，在本学期的综合实践活动中，我们
特别注重处理好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我们强调了它是指导与
被指导的关系。在活动中，我在班级中建立了一个“导师
制”。教师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指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的全部过程。这个制度就是要求教师要指导一个或多个小组
活动。比如：在(关注湖南奥运)这个大主题下，当学生还不
知道确定什么子课题时，教师的“导”就显得很重要。这个
时候，教师就要通过交流，了解学生的共同兴趣，根据他们
的兴趣点，帮助其确立研究的对象，然后指导并帮助他们确
立研究点，让自己成为学生活动中的“帮助者”。

综合实践活动与我们的学科教学相比，更注重学生的探究、
合作。班级里的50多个学生并不是人人都乐意合作，人人都
乐意接受其他同学，而且在小组活动的过程中，每一个小组
成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有大有校作为教师，我深深地意识
到乐意合作、善于合作对学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这学期
我的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在综合实践活动小组中如何发挥个
体的作用，如何与组内其他同学进行合作探究。

如：进行“关注湖南奥运”这一活动时，学生自由分组，合



作研究子课题。活动中，学生充分发挥内在潜力，自己查找
资料、采访、写感想、排节目、设计制作展牌、动手绘制手
抄报。学生在合作中各尽所能，品尝到成功的喜悦，树立了
自信，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朝气。 如：进行“风筝飞吧”系列
活动时，既有各自完成的项目“我制作的风筝”，又有合作
完成的项目。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自己的风筝经过试
飞，若失败的再看看别人的风筝，或寻求别人的帮助，到最
后，获得成功的都是凝聚小组成员心血的风筝。活动结束时，
设置了“合作奖”，鼓励学生的进步与成功。 再如：研
究“趣话端午”主题，放手让学生自己做调查问卷，有专门
调查同学的，了解小学生对端午节的熟悉情况;有向父母或长
辈调查的……然后把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得出结论。学生在
调查了解中明白端午节的来历、风俗、意义等，也懂得了如
何保护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

同学们在本学期的综合实践活动中锻炼了能力，增长了知识，
对这门课程兴趣比较浓厚，教师也是以十分的热情影响学生
积极进行合作与研究。 总之，综合实践作为一种实践性课程，
学生是课程实施的重要主体。综合实践是学生的实践，是学
生通过实践来学习的，是通过实践来获得发展的。学生的实
践是任何教育者都难以替代的，所以说，学生是综合实践活
动的主体，综合实践活动是主体性的活动。

端午心得体会篇四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种教育的载体。过端
午节，我们除了要了解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由来，还可以从
中体会到一些深层次的教育意义。以下是我对于端午节教育
所得到的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端午节教育强化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中华民族的
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承载着多元的文化内涵。从屈原投江
的故事，到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每一个元素都是中国文
化的经典之作。通过了解和参与这些传统习俗，我们能够深



刻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正逐
渐被西方文化冲击和侵蚀，而传统节日的举办和庆祝正是在
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的同时，让年轻一代更深入地了解中华
民族的文化根基。

其次，端午节教育锤炼了孩子的品德修养。在端午节期间，
我们会提及到屈原的忠诚、孝顺和正直精神。屈原为了救国，
甘愿投江而死，他的精神一直被传颂至今。通过了解这些历
史人物的故事，我们可以传达给孩子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
培养孩子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品质。同时，赛龙舟也是端
午节的重要元素之一。在划龙舟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合作、
协调，提供帮助和支持，这是一种体现团队合作和友情的方
式。这些活动能够帮助孩子培养出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品
德修养。

再次，端午节教育拓宽了孩子的视野。在传统节日的庆祝和
举办中，人们往往会结伴出去游玩观光。在这个过程中，孩
子会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人群，了解其他地方的习俗
和风情。这些经历能够开阔孩子的视野，丰富他们的人生阅
历。此外，端午节期间，很多地方会举办龙舟比赛，人们纷
纷前往激烈角逐。这样的比赛不仅可以让孩子观赏到精彩的
赛事，还能够点燃孩子的运动热情，培养孩子的参与运动的
意识。

最后，端午节教育培养了孩子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在端午
节期间，各个地方都会举办包粽子的比赛，孩子们积极参与
其中，动手动脑亲手制作粽子。这个过程既有机会培养孩子
的动手能力，又能够启发孩子的想象和创造力，在包粽子的
时候孩子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制作出各种不同的粽子造
型。同时，端午节也是一年一度的古诗词大赛的好时机，通
过学习和背诵屈原的诗目，孩子们能够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
和中华诗文的素养。

总之，端午节作为一种教育的载体，能够帮助孩子们了解传



统文化、培养品德修养、拓宽视野，以及培养创造力和表达
能力。在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我们也能够让孩
子们得到更加全面和多样化的教育。通过参与端午节的庆祝
和活动，我们可以愈发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意义，
让孩子们从小就走进中华文化的殿堂，做一个有文化底蕴的
人。

端午心得体会篇五

端午节，又称为龙舟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相传是为了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端午节前后，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
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元素。此时，人们仿若披上诗意的外衣，
陶醉在丰富的文化气息中。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体验到
了一种独特的诗意，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和魅力。

第一段：诗舞纵横的端午祭

端午节的来临，意味着各地传统文化节庆活动的拉开序幕。
在节日里，除了吃粽子、赛龙舟之外，我们还能参加各种有
趣的诗歌比赛和舞蹈表演。这些诗文和舞蹈源远流长，蕴涵
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每一篇诗歌、每一支舞蹈都饱含着对传
统文化的深度理解和独特诠释。这些文艺活动有的是迎神祭
祖、传承统颂，有的是表达祝福、呼唤和平；有的是思乡怀
旧、回忆过往，有的是赞美生活、抒发情感。这些活动，让
人感到身心舒畅，同时也更加深刻地领悟到端午节的含义与
文化精神。

第二段：雅韵悠扬的诗词文化

端午节期间，还有各地举行的文化赏识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我感受到的是中华传统的诗词文化。这种文化表现在文学作
品中，反映了中华民族优雅、清新、婉约的审美情趣和独特
的审美理念。人们对于诗词、歌赋等文学形式的喜爱，则表
现为对东方文化中流淌的真谛的探索和寻求。在这些文化赏



识活动中，感受到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体验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三段：细致入微的手工艺——粽子

端午节，并非只有活泼的文艺活动和雅致的文化赏识。最具
代表性的就是啃粽子了。我们煮粽子的过程，仿佛就是在追
逐某种特殊的仪式感，我们包粽子的工夫，反映了中华民族
精细、细致、注重细节的民俗风情。粽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一种特殊食品，也被视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之一。
每每看到说起粽子，就仿佛可以闻到香气，口感的熟练运用，
成为一道妙曼多姿的端午节食品，食入口中，仿佛品尝到文
化及智慧的精华。

第四段：祭故怀新，缅怀屈原

说到端午节的由来，就不得不提爱国诗人屈原了。端午节的
传统来源之一，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安吉跳江之事。屈原是中
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人物，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文化旗手。
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中华民族的忠诚、正直、永不言败和自
强不息，成为了中国民族的一个光辉优秀典范。缅怀屈原，
也是我们在端午节期间进行的重要活动之一。

第五段：传统文化的弥漫气息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一幅展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
文化的画卷，也是一道呈现出历史和现代相结合的风景。无
论是粽子制作的细心，诗歌舞蹈的歌颂，还是对屈原的缅怀，
都有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情感底蕴和文化背景。因此，我们要
用心感受节日中所蕴含的愿望、宗教和人文精神内涵，并将
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及其文明理念、传统道德和智慧理念传
承下去。



端午心得体会篇六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人们除了吃粽子、赛龙舟、
挂艾叶菖蒲等活动外，也有一种特殊的精神追求，那就是通
过诗歌来表达情感和思想。在我看来，端午诗歌不仅仅是一
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心灵寄托。

首先，端午诗歌是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中国自古以来就有
以诗为媒介来传承文化的传统。而在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时刻，
更是有很多诗人运用诗歌方式来传达他们对这个节日的理解
和热爱。例如，唐代诗人杜甫在《端午日怀古》中写
道：“白酒新熟山中归”、“识字不识忧国恨，吟诗作对笑
排行”。这些诗句不仅表达了他对端午节的思念之情，也表
达了他对国家兴衰的关注和忧虑。通过这样的诗歌表达，我
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端午节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端午诗歌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节日本身就是人们
情感的宣泄和发泄的时刻，在端午节更是如此。而诗歌作为
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更好地表达人们内心的情感和感慨。例
如，宋代诗人陆游在《上表请归仍辄作古体十咏 游盩秋诗为
子谦诗作注》中写道：“山月长空明，蝉声秋更轻。更巢乳
燕湖光映，数声唳砧里，西风满禁城。”通过这样的诗句，
他抒发了他对家人久违的思念之情。端午诗歌作为情感表达
的一种方式，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宣泄和发泄自己内心的情
感。

再次，端午诗歌是一种心灵寄托的方式。在这个喧嚣的世界
中，人们常常会感到迷茫和疲惫，而端午节正是一个寻求心
灵寄托的时刻。而诗歌作为一种精神食粮，能够给人们的内
心带来一丝宁静和抚慰。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端午节
感怀寄从兄嗣先韵》中写道：“我只等辇诏，扶人下玉阶。
正逢小雨霁，微风入蓬莱。”这些诗句传递出一种宁静和安
逸的感觉，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慰籍和寄托。



最后，端午诗歌是一种美好愿望的体现。人们写诗歌表达的
不仅仅是对端午节的思念和热爱，更是对美好愿望的向往和
追求。例如，宋代诗人陆游在《端午寄言寿昌友》中写
道：“黄昏瘦不归，上马如乘暹。挥毫酬美玉，调笔编红贤。
琴弦无战鼓，读此几时贤。”这些诗句表达了他对友人寿昌
的美好愿望和心愿。端午诗歌作为一种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能够给人们带来希望和动力。

总之，端午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诗歌
来传承文化、表达情感和心灵寄托。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创作端午诗歌来感受节日的氛围、表达
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以及追求美好的愿望。希望大家在端午节
的时候能够多读诗歌、写诗歌，用诗歌来感受和表达端午的
精神内涵。

端午心得体会篇七

为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民族节日——端午节，宣传社会主义
荣辱观。20xx年x月x日，xx初级中学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知
荣辱明礼仪扬传统强素质”为主题的端午节系列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早在1个月前，学校纪念屈原
的各项活动的宣传、筹备就已经开始了。如劳技课上的“纸
粽子制作”、美术课上的“画一画屈原”、语文课上的祭文
征集等。5月31日的系列活动则正是这一阶段整体活动的集中
展示。整个主题活动分校内、校外两大板块。校外，我校10
多位学生参加了在x镇举办的x市中学生端午节纪念屈原系列
活动。校内，整个活动又分为三大板块：游园会、视频知识
竞赛、主题班会。活动还邀请了xx单位的武警战士一起参加。

中午开始的游园活动形式多样，有“书楚辞、画屈原”的现
场比赛、有“猜灯谜”活动、有“赶粽子球”比赛、更有超
级吸引人的现场包粽子活动，虽然最后粽子形状各异，甚至
不是很好看，但这些粽子担负着爱心大使的光荣任务，同学



们将把这些粽子亲手送给可爱的武警战士们。

在视频知识竞赛中，代表各个年级参赛的队员们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争夺。场上同学你追我赶、后援团的老师和同学更是
为他们的队伍呐喊助威。而在教室里观看现场比赛的同学们
也都全神贯注，因为他们不仅关心本年级同学的表现，而且
还盼望着有机会进入比赛现场，成为幸运观众呢。最终，年
龄最小的七年级代表对夺得了最后的胜利。

各班的主题班会则紧紧围绕本次互动主题，在环境布置、班
会形式、内容方面下足了功夫，营造出了很好的过节氛围，
增强了对端午节和屈原的了解。

本次纪念屈原的系列活动寓教于乐，形式活泼、轻松，同学
们也乐在其中。通过开展纪念屈原的系列活动，同学们对屈
原有了充分的了解，对如何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有了明
确的认识。他们在丰富多采的活动中体验着、感悟着。全校
近90%的同学都参加了今天的各项活动，不仅赢得奖品，而且
提升了自身的文化礼仪素养。

弘扬传统文化、做“知荣辱、明礼仪、扬传统、强素质”
的xx初级中学的青少年，这是同学们必修的一门课程，也是
学校工作的重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