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班会心得体会(优秀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我们如何才能写
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心得
体会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端午班会心得体会篇一

端午班会是我们学校中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它不仅让我们
了解端午节的由来，更重要的是传承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和民
族精神。在最近的一次端午班会上，我收获颇多，让我对端
午节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传承

在这次端午班会上，我们学校邀请了一位知名的书法家前来
授课，教我们如何正确地书写端午粽子的字样。通过亲自体
验，我们不仅学到了书法的基本技巧，更得以领略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价值。这让我深刻地意识到，端午节作为我国传
统的重要节日，对于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放假，更是对中
华传统文化的一次呼唤和传承。

第三段：民族精神的熏陶

在端午班会上，我们还观看了一场精彩的舞蹈表演。舞蹈中
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展示了我们民族豪迈坚韧的气
质和精神风貌。通过舞蹈表演，我们感受到了“以德报怨”
的精神，这种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意志，不仅是我
们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积淀，也是我们在现实中应有的
品质和态度。

第四段：传统技艺的魅力



在端午班会上，我们还有幸观看了包粽子的技艺展示。老师
们示范了包粽子的过程，并特意为我们准备了材料和工具，
给予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通过亲自动手，我深
深感受到包粽子的不易，每一步都需要细腻的手法和耐心的
心态，这让我更加珍惜我们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也让我明
白了付出与收获之间的关系。

第五段：深化文化认同

参加这次端午班会，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丰富内涵。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更是我们
每一个人的根和灵魂。我们要始终铭记和传承这些宝贵的文
化财富，用它们来指引我们的思考和行为。只有深化对我国
传统文化的认同，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民族精神，
让我们作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和自信。

结尾段：回顾与展望

通过参加这次端午班会，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收获了全新
的体验和感悟。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和使命，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去传递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希望这次端午班会不仅是一次独特的经历，更是我们未
来努力的起点，让我们共同努力，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芒。

端午班会心得体会篇二

为推动和促进“创城”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引导学生体
验我国传统节日的意义，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
市五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教育活动。

一是开展了“粽叶飘香话端午”主题班班会。各班通过讲端
午的来历故事，讲端午习俗，介绍香袋，朗诵端午诗歌，开
展端午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更多的队员们了解端



午，了解端午习俗，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

二是利用校园广播开展了“端午知多少”传统节日知识宣传、
普及活动。让学生通过查阅图书、互联网等，搜集有关端午
节的由来、别称、风俗等，了解这一传统节日的相关知识。
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喜爱传统节日，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

四是开展了“感受传统文化、体验端午风俗、弘扬传统美
德”活动，在端午节时关心老人，和爷爷奶奶吃粽子，共度
端午佳节。

端午班会心得体会篇三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一年的高峰期之一。为了弘
扬传统文化，我班近日在端午节前召开了一次以“端午班
会”为主题的班会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下面
我将从活动背景、活动形式、主题内容、学习收获、班级协
作等五个方面来谈谈我的感受。

活动背景是我班班主任对班级文化建设的关切以及为了促进
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而进行的。毕竟，现代社会
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生活中显得越来越边缘化。
班主任希望通过这次班会活动，让同学们有机会了解到关于
端午节背后的故事、习俗和精神内涵，从而更好地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

活动形式丰富多样，结合班会常规内容，活动的前半部分，
我们首先进行了观看相关视频和PPT展示，了解端午节的由
来、风俗习惯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后半部分，组织同
学们参与互动游戏，如包粽子、赛龙舟等，让同学们身临其
境地感受端午的独特魅力。



主题内容主要聚焦在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上。我们了解
到，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的。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
了无数后人。端午节也成为了表达爱国情怀、亲情和友情的
时刻。我们通过学习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深化了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认识，也更好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这次活动让我获得了丰富的学习收获。我了解到了屈原的故
事，深刻感受到了他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情怀。同时，也体
验到了包粽子和赛龙舟的乐趣。在包粽子的过程中，我和同
学们彼此帮助，相互协作，体会到了班级的团结和友情；在
赛龙舟的竞赛中，我们拼尽全力，团结一心，感受到了合作
的力量。这些经历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收获了珍
贵的友谊和团队精神。

在班级协作方面，这次活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活
动当天，我们分工合作，组织同学们参与各项活动。有的同
学负责准备物料，有的同学担任讲解员，有的同学担任活动
引导员。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各司其职，使活动顺利进行。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更加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合作，并
培养了团队意识。

在活动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重要性。端午
班会主题活动不仅加深了我们对端午节的认识，也增强了我
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豪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
我将继续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传承中华民族的精
神血脉。同时，我也会更加珍惜身边的友谊和班级团结，在
团队合作中不断成长。

总之，这次端午班会主题活动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通过这次
活动，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意识到了传统文
化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我会将这次收获转化为行动，继
续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并与同学们一起在班
级中共同发展。通过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成为更好的自



己，为祖国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端午班会心得体会篇四

根据省县文明办的`通知精神和教体局的安排要求，在中华传
统节日——端午节来临之际，我校高度重视，积极安排
以“我们的节日·端午”的主题系列活动。

当代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当代学生接受了各种文化的洗
礼。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峻挑战，
学生的天性就是好奇，所以，过洋节成了青年人的新时尚，
民族传统的节日反而慢慢地被当代青年淡化了，民族文化受
到了冷落，针对这一偏颇的现象，我们紧紧抓住国家将传统
节日改为法定假日的有利时机，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形成的传统节日的风俗习惯，让学生接受传统教育，从而培
养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

在今年端午节到来前夕的国旗下讲话上，专题安排，宣讲端
午节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习俗、古人举行丰富多彩的庆祝
活动，从而产生浓浓的民族情怀。

各班级开展了以“我们的节日·端午”的主题班会、黑板报，
主题班会以端午节的相关知识为素材，进行知识竞赛、传统
节日与外来节日主题辩论赛、诗歌朗诵等形式，学生以主题
黑板报来介绍各地风俗习惯、学生节日心得体会、绘画等形
式，通过书画展，既展示了我校的艺体特色教育成果，又给
学生创造展示个人才艺的平台。

总之，各项活动生动活泼，将纪念传统节日、弘扬民族精神
变成了我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端午班会心得体会篇五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为了让学生更加了解和传承端午节的文化，我校
在班级举行了一次以“端午节”为主题的班会。这次班会不
仅仅是一次文化学习活动，更是激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
爱和自豪感。通过这次活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重要性，也收获了很多。

第一段：传统文化的价值

在这次班会中，我们不仅仅了解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还
通过故事和动画片等多种形式向学生介绍了屈原的平民爱国
主义精神。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积淀的宝贵财富，蕴含着我们民族
的智慧和精神。通过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我们不仅可以感
受到历史的积淀和文明的传承，更能在今天的生活中找到价
值观的指引和心灵的寄托。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

在现代社会，随着信息的爆炸和国际文化的交融，传统文化
逐渐被年轻一代所忽视。然而，正是传统文化中的那份情感
和智慧，塑造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性。通过这次班会，
学生们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传统文化不仅仅是
过去的呼应，更是未来的发展动力。只有通过对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创新，我们的民族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段：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在这次班会中，学生们通过观看精心制作的视频，感受到了
端午节对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随后，同学们分组进行讨
论和展示，展示了他们对端午节的理解和感悟。这让我深深
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的纽带，
能够凝聚人心、引领时尚。通过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能够增
强中国的文化自信，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的民族文
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第四段：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

通过这次班会，我看到了同学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
爱。班会后，同学们积极参加端午节的传统活动，如包粽子、
赛龙舟等，展示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这让我认识到，
作为教师，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培养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研究
的习惯，让他们从小就将传统文化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形
成对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只有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
得到传承和弘扬。

第五段：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宝贵的历史遗产，也应与现代社会相
结合。通过这次班会，同学们看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
无限可能。在端午节期间，同学们制作了一份以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个人经验报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展示了传统文化
现代化发展的新面貌。这让我认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
结合是必然趋势，只有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才能
真正实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在这次班会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影响
力。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将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
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和传承传
统文化。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在当今社会中保持强大
的文化自信，让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出更加光彩夺目
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