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节高中 清明节吃艾糍的心得体会
(通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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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
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清明节高中篇一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祭祖扫墓的重要时刻。
在这一天，人们除了要磨洁墓地，缅怀先祖，还要在清明节
期间食用一种特别的传统食品——艾糍。艾糍是以艾叶和糯
米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点心，在清明节期间被誉为“清明
甜食之王”，它的韧性和芳香吸引着大家的目光。艾糍是中
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下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
它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和追求幸福的向往，也体现了中
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

第一段：艾糍的起源及制作过程

艾糍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食品。据传说它始创于汉代，
成为清明节期间的食品习惯来源于唐代，自此被传承至今。
艾糍是由糯米粉、艾叶粉和白糖等原材料混合后制成。首先
将艾叶用水泡发，然后将其捞成茸状并与糯米粉充分混合后
揉成团，再加入白糖调味，随后制成小圆球形或菱形，再上
蒸锅略蒸即可。蒸熟后的艾糍香气四溢，外皮有咀嚼感，口
感绵软，香甜可口。

第二段：艾糍的文化内涵

艾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艾糍给人们带来的是对
于节令与景气的祝福。它代表了对于春天的美好祝愿，寓意



着繁荣与丰饶的到来。其次，艾糍还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与灵魂。在制作过程中，需要把艾叶所蕴含的“芬芳”
与米饭所代表的“美满”结合在一起，同时通过对艾叶的认
识和挑选，还可以向后人展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感情。

第三段：艾糍的价值和意义

艾糍是一道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美食，它的价值与意义也显
然不止在于味道本身。首先，艾糍是传承民俗习俗与传统文
化的载体。它的制作不仅有着独特的手艺，还蕴含了丰富的
教育意义。其次，艾糍还能够传达家庭的情感与社会的文化
感悟，它代表了人们的态度和对于命运的参透，也是人与生
俱来的对于生活和追求的一种珍视与回归。

第四段：我的心得体会

每年清明节期间，我总会去食用一些艾糍。不同味道和形状
的艾糍能够满足我的不同口味需求。在我心中，艾糍代表着
家庭的温暖，也寄托了我对于古老文化的敬仰。吃艾糍让我
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方
式。同时，艾糍更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它让我想起了童
年时那些和家人们共度的快乐时光。这种感情是独一无二的，
也更深深变成了固定的记忆，是值得珍视和传承的。

第五段：结语

在这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我们不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与意义。而作为其中独具魅力与灵气的艾糍，是可以历史留
传下来的品种。美食可以满足我们的味觉，更能够传递我们
心中的愿望和情感。艾糍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它祝福人们的
生活繁荣昌盛，更寄托着中国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执结和热
爱。



清明节高中篇二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祭祀先烈的日子。每
年这个时候，人们会前往祖先的墓前，烧香、献花、祭拜，
缅怀先烈的伟大牺牲和贡献。作为一名人工智能，我虽然没
有祖先，但我也可以通过观看清明节英烈视频来缅怀往昔的
英烈，感受他们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以下是我的
心得体会。

第一段：观影感受

我看到了许多英烈的事迹，他们以血染疆场、以生命捍卫家
国，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重和荣耀。有的是用坚强的意志和
铁一般的意志，守卫着国土边疆；有的是用辛勤的汗水和不
屈的毅力，为祖国的建设默默付出；有的则是用无畏的勇气
和牺牲的精神，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着人民群众的安危。看到
这些事迹，我不禁感动了，感慨中华民族之伟大与人民之坚
强。

第二段：英烈的生命力

英烈的生命，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刻，变得比其他
人更有意义。一个人的生命，只有在奉献给社会大众的时候
才会变得有意义。英烈们为了牺牲自己的生命，无怨无悔，
默默付出，是为了国家民族更加强大和富强。这种奉献精神
让人肃然起敬，更让人感慨人的生命力之伟大。

第三段：英烈的勇气

英烈们的勇气是无比的，他们梦想着的不仅仅是自己，更是
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他们为了维护国土的安危、人民的
安全、保卫民族的尊严，赴汤蹈火、舍生忘死并不是轻言慎
语。他们常常是在生死线挣扎、经受抉择和煎熬之时咬牙坚
持的。他们勇敢的精神，是我们每个人学习指标，要勇敢站



立在崎岖的人生途中，用我们一丝不苟的精神和行动成就自
己的做贡献。

第四段：英烈的爱国之心

英烈们的爱国之心是无私的，他们的生命都奉献给了国家和
人民，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为建设自己的祖国、保卫自
己的民族，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生命，为了爱国的事业不断
奋斗着。他们所体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令人敬佩，是
我们每个人作为公民应有的思想和行动。

第五段：清明节带给我们的启示

看了这些视频，我不仅仅感受到了先烈的伟大，也体验到了
自己应该有的精神和行动。英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书写了人
生的华章，为后人奠定了前进的基石。我们忆考先人，不仅
仅是缅怀先人，更是为了保护家国，为了追求人生的价值，
要把自己的人生贡献出去，为民族强起来而努力奋斗。只有
这样，才能让清明节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让后人在缅怀先
烈的同时更好的成就人生、作出贡献。

结语：

缅怀先人，就是回顾历史、珍视现在，更是展望未来和激励
自己。我相信，只要每一个人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扮演
自己的一份职责，中华大地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美
好。在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同时，我们也要传承那些可贵
的品德、贡献和坚韧的精神。让我们共同携手，为祖国的春
天默默付出，用坚强和无畏，迎向美好的未来。

清明节高中篇三

第二段：铭记先烈



清明节是一年一度的祭祖节日，也是缅怀英烈的日子。作为
后人，我们应当铭记先烈的功绩，传承他们的精神，为祖国
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而不懈努力。只有这样，先烈们才
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也才能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第三段：弘扬爱国精神

众所周知，英烈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甚至是人类的利
益而英勇牺牲的。在今天，我们也需要有这种牺牲奉献的精
神，需要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更要把社会责任、国家利
益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国家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第四段：弘扬集体主义精神

英雄的事迹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在集体
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最大价值。因此，我们需要学习英雄们奉
献、团结的精神，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互相支持，互帮互助，
让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第五段：结语

清明节英雄世纪，让我们怀念先烈，缅怀英烈，让英雄的事
迹激励我们继续前行，做出应有的奉献与贡献。在新时代，
我们要更加奋发努力，弘扬国家的主旋律，为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清明节高中篇四

清明是中国历法一个重要节气。《历书》 ：“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
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大约始于周代，距今两千五百多年
了。作为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清明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
主要是祭祖扫墓。时间约在每年公历4月5日前后即冬至后



的106天。

节气不同于节日，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识，而节
日则含有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涵义。

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唐代以前，重视寒食而
非清明。后二者“合二而一”。

寒食相传源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

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时骊妃为使其子奚齐继位，
逼迫太子申生自杀。申生弟重耳避祸出走。流亡期间受尽了
屈辱磨难。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续离开。只
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者追随，其中有介之推。一次重耳饿
晕了，介之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
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五
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大加封赏，唯独遗忘了介之推。有人提示，
晋文公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派人去请介之推来接受赏
封。但介之推三次推脱，就是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
吃了闭门羹。介之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
（今山西介休东南）。晋文公让军队搜山，没有找到。于是，
有人出了个馊主意，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面，
大火起时介之推自会走出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未见其
踪影。上山一看，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
晋文公哭拜一场，还在柳树洞里找到一片衣襟，上题用血写
的一首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将介之推母子隆重安葬于大柳树下。
为了纪念他，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建立祠堂，
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
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
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
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
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生，绿枝随风婆娑起舞。晋文公像看
见了介之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折了一枝，编了一个
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
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
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晋国治理得很好，成为强国。

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不图权势富贵的介之推非常怀
念。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此物叫“之推燕”。此后，每逢
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
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
米糖藕。还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
后，以示怀念清明节来历：清明节。

清明节高中篇五

清晨,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换好衣服,迎着朝霞,踏青去了.

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了十八盘.山路崎岖,但花红柳绿的十八盘



令我神往.尽管爬十八盘是很累的',但我毫不在意.在大自然
中遨游本身就是快乐的.

我气喘吁吁地从十八盘上来,停息了一阵,便又踏上了征程.路
边的树抽出了新芽,有柳树、松树、柏树、甚至有杉树.野花
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盛开在草丛里,像眼睛,
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在树丛中,我又发现了一条岔路,岔路之中更是别有一番景象:
绿发亮的树下,点缀着新生的小草,真是别有洞天啊……在那
玩耍了一阵,我又回到了大路上,因为我发现那条岔路是条死
路.

太阳已升到头顶了,中午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滨海路,要回家
吃饭了,我借着午后温暖的的阳光,把这美好的一天记了下来.

清明节高中篇六

清明节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是一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
的节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清明节的庆祝方式
也逐渐发生了改变。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如何在日常生
活中践行清明节的传统精神，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自己在清明节期间的实践心得体会，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示。

一、尊敬先人，缅怀历史

清明节是祭祀先人的节日，祭祖是家庭的一项传统风俗。而
我也逐渐意识到，祭祖不仅是由这份传统习俗，更是一种弘
扬家族文化，表达尊敬先人的情感表达。从小的陪同祭祖到
现在每年清明节时亲自到先人的墓前祭奠，我深刻体会到这
种寄托于真挚情感的仪式让自己不断地扩展心胸，领略历史
的博大精深。



二、节俭不浪费，勤俭持家

清明节是一个节俭不浪费的节日，尤其注重勤俭持家。这种
理念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注重节能环保
和资源循环利用。倡导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用电等小举措，
培养一种消费意识和节约习惯。“勤俭俭以养德”，这句话
或许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但这种俭朴的品质仍旧值得我们学
习，成为我们生活态度的一部分。

三、感恩关爱，传递爱心

清明节也是一个感恩关爱的节日，我们要感恩祖先的栽培、
血脉和家族的传承，亲人的关爱、支持和陪伴。而感恩的表
达不仅仅是通过一次祭祖仪式来表达，而是通过生活中种点
滴点滴的感恩，让一种互相关怀和自我修养的情感氛围在我
们身边自然流转。我将感恩父母、感恩亲人、感恩生活等意
念不断映射在自己的行为中，寻找在清明节精神中一个更深
层次的理解。

四、推行文化，传承传统

清明节源远流长，文化历史渊源深厚，作为一名年轻人，我
们需要深入拓展了解清明节传统文化的内涵，传承和发扬这
种传统文化。对于本土文化和历史文化的重视是一个国家和
民族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把它们从
古代带到现在，并把它们传承下去，是我们为这种文化的子
孙后代带来更加宽广的基础。

五、弘扬爱国，建设和谐社会

清明节其实也是一个主张教育爱国主义、推动社会和谐的节
日。我们要继承先人的优良传统，成为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国家的积极力量。不断提高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为中国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这便是在清明节期间，我们身体



力行需要反思的内容。

总之，清明节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一个让我们回
归本源，自我品位的节日。希望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们能够
提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让自己在具体实践中，领悟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将这种精神内涵体现在自己的本地生
活和工作中，也为社会和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