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 端午节家
乡的端午节(模板5篇)

作为一名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蓝图，可以
有效提高教学效率。那么教案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以下
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
家。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家乡有许多的传统节日，如：重阳节，春节，中秋节，清明
节等，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端午节那天要吃那香喷喷的粽子，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
粽子吗？

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因为自己
的国家破亡，于是便愤恨跳江，人们怕江里的鱼儿吃掉屈原，
于是便包粽子，将粽子投到江里给鱼儿吃。屈原跳江时是农
历的五月初五，人们为了纪念屈原，便将这天定为端午节。

知道了端午节的来历，可是你们会包粽子吗？要先到店里买
粽子叶子，再买点糯米，花生，葡萄干等，先把粽子叶清洗
干净，然后把糯米，花生等食物放到粽子叶子上，按照三角
形的`形状包起来，最后用绳子一绑就好了，由于我是初学者，
总是把它包不紧，哎!管它三七二十一呢，先蒸上再说，蒸了
一个小时后，打开一看，虽然皮已经开了，但仍然飘着那清
香般的粽子味，再尝一口，更是无比的美味。

有些人吃过粽子后，还要赛龙舟。虽然我没有真正看过龙舟
比赛，但是依然能想象出那热闹的场面。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端午节！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屈原的爱国



精神。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
尊老爱幼。在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长大才能为祖
国做出贡献。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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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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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龙舟：

賽龙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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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
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
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
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
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
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
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
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
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
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
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
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
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
“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
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
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
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
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赛龙舟
将盛传于世。

《关于端午节端午节的考试》全文内容当前网页未完全显示，
剩余内容请访问下一页查看。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我国传统节日比较多，有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
其中端午节我最喜欢。

端午节的一大特点就是吃粽子。每到端午节，人们都会吃粽
子，有的自己包，有的上街买。我非常喜欢吃粽子。我还听
过一个关于粽子来历的故事：在古代，有一个人叫屈原，他
在战场上战死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做了一个透明棺材，放
进了水池里。为了给屈原敬一些贡品，就把用糯米做的糖棒
一一扔进水池里。过了几天，人们才发现水池里有鱼，那些
糖棒都被鱼吃掉了。人们很生气。这时，有一个人叫
道：“大家伙们，鱼最怕菱角，可以用干净的草叶去包糯米
糖棒，做成菱角形的！”以后，人们将包好的糖棒扔进水池，
鱼看到糯米糖棒以为是菱角，就不敢吃了。所以人们把糯米
糖棒叫成“粽子”。

煮熟的粽子又香又好吃。有绿豆味的'，有蜜枣味的，有香肠
味的等等，我们家通常包的就是这三种。这三种我都喜欢吃。

粽子和端午节是亲密朋友。因为我喜欢吃粽子，所以我也喜
欢端午节。

五月五是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那天，人们都要包粽子、赛龙舟。
妈妈一大早就去买包粽子的材料。超市里的人可真多呀！妈
妈都买了2个小时才买到。材料买好了，我们把材料洗了洗，
材料洗好了。我们开始包粽子了，连年纪很老的奶奶也来帮
忙包粽子。粽子包好了，我们拿粽子去煮。过了一下粽子煮
好了。我们全家人吃起了粽子。哇！那粽子真好吃。

以上的说明我爱端午节。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学习端午节的由来，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端午节这
个节日的意义，更能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学习
端午节的由来过程中，我有了一些自己的认识与感悟，以下
是我对于这一过程的心得体会。

二、了解端午节的起源

据说，端午节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当时，楚国的诗人屈
原因为忧国忧民而走上绝路，最终投江自尽。楚国百姓为了
纪念他，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都会划龙舟、赛龙
舟，并在龙舟上供上粽子、菖蒲、艾草，期望能够防止恶鬼
入侵，以保平安。

三、端午节传统习俗的变迁

随着时光的流逝，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也在不断变迁，如今的
端午节已经不再只是龙舟赛和吃粽子的节日。现今的端午节，
各地的人们也会通过表演民乐、五行舞、戏曲、杂技等形式
来欢庆这一节日。总之，端午节的庆祝方式不断发展，但其
中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却历久弥新。

四、感悟与启示

端午节的传说中蕴含着爱国、民族自强、友情互助、珍爱生
命等诸多价值观念和人生智慧。学习端午节的由来，可以让
我们更好地了解和领悟这些价值观和人生智慧。端午节也启
示着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文化和传统，它们承载着我
们的历史和精神。我们也应该在自己所走的道路上坚定自己
的信念，尽力去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为社会做出贡献，为
祖国尽好自己的义务。



五、总结

学习端午节的由来，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这个传统节日的含义
和价值，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相
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也会更
加丰富和多元，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同时，
也希望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能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我
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也让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有
所提升。

端午节爱国主义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的重要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人们会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作为学校的
一名学生，我有幸参与了今年端午节庆祝活动中的海报制作
工作。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海报制作的重要性
和乐趣。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分享我在这次活动中的心得体
会。

首先，海报制作需要通过线索和主题来吸引观众。为了使海
报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海报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首先，我们选择了鲜亮的红色作为主要配色，这符合端午节
的氛围和形象。其次，在海报上我们使用了精美的插画图案
和大字标题，突出了节日的特点。在图案的选择上，我们坚
持使用传统图腾和象征意义深远的龙舟图案，这让海报更具
有民族文化的特色。

其次，海报制作需要注意版面的布局和文字的精炼。在这次
制作中，我们特意留出了足够的空白，并将内容分成多个区
域，使得海报看起来干净整洁。文字方面，我们尽量避免使
用繁琐的描述，而是直接用简短精炼的语言来表达我们想要
传达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让观众一眼就能明了海报
的主题和内容。



第三，海报制作需要运用一些艺术和设计原则。在这次海报
制作中，我们学会了一些基本的设计原则，例如对比、平衡
和重复等。通过使用对比色和不同大小的元素，我们增加了
海报的视觉冲击力。在平衡方面，我们遵循了布局对称和图
案分布的原则，让海报看起来更加和谐统一。此外，我们运
用了重复元素，例如在背景和标题上使用了相同的图案，给
海报增加了一种有序感。

第四，海报制作需要团队合作和创意思维。在这次制作中，
我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海报的制作。我
们通过大量的头脑风暴和讨论，提出了各种创意和设计方案。
在决定最终海报的设计之前，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优化，
确保每一个细节都能更好地传达我们的想法。这样的团队合
作和创意思维帮助我们不断提高海报的质量和吸引力。

最后，海报制作让我学到了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这次
制作，我不仅提高了美术和设计方面的技巧，还学到了一些
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我了解了端午节的起源和由来，了
解了龙舟赛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海报不仅
仅是一种宣传工具，更是一种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方式。

总结起来，端午节海报制作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有趣的活动。
通过这次经历，我不仅提高了自己的艺术和设计能力，还深
刻地体会到了创意思维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这种方式，
我也更加了解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增强了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热爱和自豪感。我相信，将来我会继续参与这样的活动，
弘扬中华文化的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