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缅怀先烈班会简报 清明传统心得
体会(汇总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缅怀先烈班会简报篇一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也是祭祀祖先和扫
墓祭拜的重要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到清明时节总能感
受到浓厚的传统氛围，这一天我常常会与家人一起前往祭祖
扫墓，感受着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亲情，也悟出了一些心得体
会。

首先，清明节让我重新认识了亲情的重要性。作为中国人，
对祖先的尊敬和思念是深入骨髓的，清明节是表达这份思念
的重要时刻。每年清明节，我和家人一起踏上回乡的路程，
走进祖坟前，清理墓地，整理家谱，烧香祭奠，感受着满满
的亲情。这一天，远离喧嚣的城市，回到乡村，我才真正体
会到家的温暖和亲情的意义。祖先培养了我们的家庭价值观，
是我们成长的底蕴，怀念和尊敬他们，也是怀念和尊重自己。

其次，清明节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无常和珍贵。人生如梦，时
光荏苒，清明节是一个思考生命和死亡的时刻。站在父母的
坟前，我突然感觉到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脆弱。亲人的离
去让我深刻地明白了生命的无常，我意识到每一个生命都应
该被尊重和珍惜。清明节是人们对逝去亲人的告别，也是我
们对生命的反思和珍视，提醒着人们要珍惜眼前时刻，活在
当下。

再次，清明节让我学会了感恩和关爱。祭祀祖先不仅仅是礼



节，更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尽管祖辈已经过世，但他们对我
们的养育之恩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清明节时，我会反思祖辈
的付出和爱，同时也思考自己如何给予身边的亲人更多关爱
和陪伴。因为我深知，感恩的心态和关心他人的行动，才是
传递亲情和传统文化的最好方式。

最后，清明节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底蕴。清
明节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一天，我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祭祀
仪式的庄重和肃穆，体验到乡村的宁静和祥和。走进祖坟，
看着整齐的墓碑和蓬勃的草木，我感到自己是与历史和传统
相连的一环。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独有的财富，清明节是传
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时刻。

总而言之，清明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感悟。亲情、珍
贵、感恩和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我从清明节中领悟到的重要
价值观。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回到乡村，与家人一同扫墓祭
拜，继续感悟这些传统的价值观。清明节让我明白了人生的
价值和意义，也让我更加坚定了传承传统文化的决心。希望
在未来的清明节里，我们能一起珍视生命，孝顺父母，守望
传统文化的火炬，将清明节的价值传递下去。

缅怀先烈班会简报篇二

1、扫墓。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
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2、踏青。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



代叫踏青)的好时候。

3、荡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很受儿童们的喜爱。

4、蹴鞠。

其实就是踢足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
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5、植树。

清明时节，雨水丰沛，适合树苗生长，所以古人就喜欢在清
明节植树，这个传统后来逐渐演变成现在的“植树节”。

6、放风筝。

古人认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
往天涯海角，这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7、插柳。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
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
也有的人插柳来辟邪。

8、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9、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10、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每年蚕花会人山人
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
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
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清明节介绍

清明节，人们要扫祖墓，除杂草，培新土，祭祖先、悼亡灵。
如今也是祭扫烈士陵园，进行植树造林，开展传统教育的日
子。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寒食节不准动烟火，只能吃冷
食凉菜，以纪念春秋时期晋国贵族介子推。介子推，又名介
之推，介推。他追随公子重耳(后为晋文公)流亡国外。文公
回国后，重赏随从。

介子推却未得赏赐，与母隐居绵山(即今山西省介休县东南的
介山)。后来，文公要给他封官赐爵，他却坚辞不受。文公无
奈，只得放火烧山，本想逼他出来，没想到竟把介子推母子
烧死在山中。后因寒食和清明相连，逐渐合为一个节日，成
为了人们追思祭祖，缅怀亲人的节日。

清明的诗句

1.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高启《送陈秀才还
沙上省墓》

2.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柳永《木兰花慢拆桐
花烂漫》



3.忽逢青鸟使，邀入赤松家。——孟浩然《清明日宴梅道士
房》

4.欲共柳花低诉，怕柳花轻薄，不解伤春。——黄孝迈《湘
春夜月近清明》

5.夜深斜搭秋千索，楼阁朦胧烟雨中。——韩偓《夜深》

6.啼红正恨清明雨。——赵令畤《蝶恋花欲减罗衣寒未去》

7.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张先《青
门引春思》

8.六曲阑干偎碧树，杨柳风轻，展尽黄金缕。——冯延巳
《鹊踏枝清明》

9.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白居易《清明夜》

10.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然。——沈佺期《寒食》

缅怀先烈班会简报篇三

在平时生活中清明节比较传统的节日就是属于清明节扫墓活
动，扫墓祭祖是属于清明节期间不可以缺少的一项活动，因
为清明节本身就是以纪念过世的亲人而出现的一种传统性节
日，所以在清明节的时候进行祭祖扫墓活动肯定是不能缺少
的，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关于清明节比较传统的节日就是属于
清明节的扫墓祭祖的活动了，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的话可以尝
试。

禁火寒食

在生活中关于清明节的相关的活动的要求的话就是属于寒食
节的相关的活动的要求了，寒食节也是属于清明节期间的传



统活动之一，在平时生活中出现了一些祭祀活动之前都会进
行改火寒食，这是属于一种很传统也是很严谨的祭祀活动之
一，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的话可以尝试。

踏青游乐

在生活中清明节前后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踏青游乐，因为
清明节前后的天气都是属于春天期间，春暖花开的时候，所
以在清明节前后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约上三五好友来踏青游玩，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的话可以尝试着进行一些游玩活动来帮助
缓解一天的工作压力。

折柳

在清明节的时候也可以选择进行折柳，因为清明节时候进行
折柳活动的话是可以很好的起到辟邪的作用的，有一种说法
在清明时候折柳置于自己家的门沿上或者是制成手环头环置
于头上或者是手上佩戴都是有着很好的辟邪的作用的，所以
在清明节的时候可以选择用折柳的方式来庆祝清明节。

一、吃蛋表示什么意思

清明吃鸡蛋为的是让子孙们健脑益智:鸡蛋对神经系统和身体
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其中含的胆碱可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
力。保护肝脏: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
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
白量,增强肌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清明除了祭祖、扫墓
和踏青,品尝时令美味也是一大特色,特殊时节品味独特美食,
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息,更多的是对先辈的缅怀。清明时节,青
团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之一,南方自古就有吃青团的风俗习惯,
青绿飘香,艾叶的独特香气,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青涩,却又
带点忧伤,微甜的馅,翠绿的皮又有点淡淡的青草味,由于各地
饮食风俗不同。



二、必吃的食物

螺蛳田螺肉丰腴细腻,味道鲜美,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
它富含蛋白蛋、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是典
型的高蛋白、低脂肪、高钙质的天然动物性保健食品。市场
买回的田螺要放养三天,在盆中滴上几滴麻油或菜油,让田螺
排尽肠腔内的泥质污物,每天换水几次,用刷子刷净、绞去尾
部,焯水后高温加热、炒熟、焖透。“三月黄鱼四月虾,五月
三黎焖苦瓜。”

河蚌据说和螺蛳一样,清明前后的河蚌最肥美。“春天喝碗河
蚌汤,不生痱子不长疮”。老扬州常见的做法是河蚌烧豆腐、
咸肉烧河蚌,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都说明河蚌要在春天,尤
其是在清明前吃最佳。因为清明前水中的蚂蟥、微生物还未
频繁活动,因而这个时候的河蚌最干净,肉质也最肥厚,特别脆
嫩可口。菠菜。菠菜为春天应时蔬菜,具有滋阴润燥、舒肝养
血等作用,对春季因肝阴不足所致的高血压、头晕、糖尿病、
贫血等都有较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缅怀先烈班会简报篇四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类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二：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能增进健康，而
且能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类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三：放风筝



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古人那里，放风筝不仅是
一种游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他们认为放风筝能放
走自己的秽气。因此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道
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
让纸鸢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四：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五：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每年蚕花
会人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
凳、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
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六：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七：踏青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八：拔河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



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
清明节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
俗的一部分。

九：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
清明节叫做“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十：扫墓祭祖

中国历史上，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
后持续不断的风俗传统。就是到了今天的社会，人类在清明
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于
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
托对先人的怀念。

缅怀先烈班会简报篇五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
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拔河发明于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叫做“牵钩”。主要使用的
设备是一条粗麻绳，两头还分有许多小麻绳，在古代比赛时，
以一面大旗为界，视哪一方先把另一方拔过中线(代表河流)
就算是胜利。拔河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体质，最初是在军队中
盛行，后来才流行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节时举行大
规模的拔河比赛，从此以后，清明拔河遂成习俗。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
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
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
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
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
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并相传至今。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
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
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
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起义失败后，戴柳
的习俗渐被淘汰，只有插柳盛行不衰。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
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阴。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著名画家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宋代清明时节，京都人民踏青
郊游，市集买卖的热闹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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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不仅是一个极重要的农事季节，也是二十四节气中唯
一俗演成民间节日的节气，又称作“清明节”。民间自古有
着扫墓、插柳、踏青、放风筝等丰富的纪念和娱乐活动，更
使清明充满了诱人的色彩。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纪念祖先的节日，其主要形式是祭
祖扫墓。这一习俗相沿已久，据史书记载，秦汉时代，墓祭
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清明间扫墓祭祖的风俗，大概始于唐朝，杜牧的《清明》诗中
“路上行人欲断魂”，写出了人们纷纷怀着悼念先人，追忆
先人，去拜扫坟墓的这一风俗。历代相沿十分盛行，一直相
连到现在。如今，我们不仅扫自己祖先的墓，而且还要扫烈
士的墓，缅怀革命先烈，牢记烈士为祖国付出的生命代价，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美好的今天。

古人有描写清明扫墓的诗：“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
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有“唐代杜牧的.
名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些诗句都十分真切地反映了当时清明
扫墓时的情景和氛围。

清明时节，杨柳依依，桃花李花，竞相开放。这是一年中最
美好的季节。人们从萧瑟的冬天过来，春天的景象给人以生
命的感悟，以美的享受。因此，清明历来是郊游、踏青的季
节。我们最喜欢春游。春游时，我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风
光。在郊外的清山绿水中，开展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有的
放风筝，有的斗鸡，有的踢足球，有的荡秋千。

清明在北方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在江南则杨柳绽开，桃
李芬芳。农民们开始忙碌起来。江南有民谚说“种树造林，
莫过清明”。“清明时节，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



清明’。人们在无限的春耕劳作，清明前后种的树成活率很
高。清明在江南也是开始播种的季节。农谚又云“谷雨清明
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同时也尽情地享受着明媚的春
光。总之，清明是大地复苏、万物萌生的季节，也是农业上
播种耕耘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