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大全10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
到有需要的朋友。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一

就在公无前2，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不怀好意的
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
进宫说其中的利害，可是楚怀王不但不听，而且还将屈原逐
出郢都。之后楚怀王按时赴会，果然不出屈原所料，他一到
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的不得了，忧郁成疾，三年
后便客死于秦国。后来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
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就这样攻占了郢城。而屈
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国家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
叹一声，便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
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个个都拿来了粽子、鸡蛋
投入江中，有些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江中，目的是为了药昏
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不被伤害。

之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定为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就都
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二

端午节，是集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由来于上古先民择“飞龙在天”吉日拜祭龙祖、祈福纳祥、



辟邪攘灾。

习俗主要有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打午时水、洗
草药水、拜神祭祖、浸龙舟水、吃龙舟饭、吃粽子、放纸龙、
放纸鸢、拴五色丝线、佩香囊等等。扒龙舟活动在中国南方
沿海一带十分盛行，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喜爱并形成了
国际比赛。

端午食粽之习俗，自古以来在中国各地盛行不衰，已成了中
华民族影响最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三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其实向来都说法不一。有些人都将它视
为是纪念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的爱国诗人屈原。有人说，这
一个节日在古代，是一个消毒避疫的日子。根据文献上的记
载，以及历代相传流行下来的许多端午习俗，五月被视
为“毒月”、“恶月”，五月初五是九毒之首，所以这一天
便流传了许多驱邪、消毒和避疫的特殊习俗如：插蒲子艾叶、
喝雄黄酒、祭五瘟使者等。

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诸说：

纪念屈原，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北周
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自投汨
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丝粽子
于水中，以驱蛟龙。[屈原]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
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终不见屈原的尸体。
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
当人们得知是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
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
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
纪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
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冤。



”

迎涛神，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
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
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
父尸。春秋时吴国忠臣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
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节。

龙的节日，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
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
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端午节两个最
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
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古代吴越地方
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
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
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恶日，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
《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
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大戴
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五是死
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上有名
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认
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佚
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的
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
父与母，不得举也。”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父
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养
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见
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艾
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章
的事。

夏至，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和



《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性
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的
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台
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不
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中
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
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
一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
故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
兑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
超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纪念女诗人秋瑾，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
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并且喜欢骑马、击
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
大，在预谋起义时为清兵所捕，至死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
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后人为敬仰她的诗，哀悼
她的'忠勇事迹，于是，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而诗人节又
是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四

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他在五月初
五这天投汨罗江自尽殉国。屈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
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汉族，战国末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
归)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虽忠事楚怀王，却
屡遭排挤，怀王死后又因顷襄王听信谗言而被流放，最终投
汨罗江而死。

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和南朝宗懔《荆楚
岁时记》。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
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
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
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



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
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
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
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看来，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与纪
念屈原相关，有唐代文秀《端午》诗为证：“节分端午自谁
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臣
冤。”

2、迎接伍子胥

有些说法则与吴国大夫伍子胥有关，而非屈原。

南朝萧梁时期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是一部中国古代
荆楚地区的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介绍文集。在该书的第卅
节里头记载着：“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
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
时迎伍君……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认
为东吴地区的端午竞渡是为了迎接已被当时人们视为河神的
伍子胥，与屈原无关。关于粽子，则有当地的记载：“乡俗
午日以粽奉伍大夫，非屈原也。”

3、纪念孝女曹娥

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
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
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

4、白娘子喝雄黄酒现原形

正好看见白娘子和小青被大雨淋得很狼狈，许仙忙把自己的
伞递过去让她们避雨，自己却躲得很远，任凭雨淋。白娘子
看见许仙这样老实腼腆，心里更喜欢了，许仙也对美丽的白
娘子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小青的撮合下，许仙和白娘子成了
亲，并且在西湖边上开了一家药店，治病救人，乡亲们都很



喜欢他们。

但是金山寺的法师法海却认为白娘子是妖精，会祸害民间。
他悄悄地告诉许仙，白娘子是白蛇化身而成，还教许仙怎样
识别白蛇。许仙将信将疑。转眼端午节到了，老百姓都喝雄
黄酒避邪，许仙按照法海教的办法，逼迫白娘子喝雄黄酒。
白娘子这时候已经怀孕，她推却不了许仙，喝了酒后，马上
现出蛇的原形，许仙立刻被吓死了。白娘子为了救活许仙，
不顾自己怀孕，千里迢迢来到昆仑圣山偷盗起死回生的灵芝
草。白娘子与守护灵芝草的护卫拼命恶战，护卫被白娘子感
动了，将灵芝赠给她。许仙被救活以后，知道白娘子真心爱
自己，夫妻更加恩爱。

可是法海还是容不下白蛇在人间生活。他将许仙骗进金山寺，
强迫他出家为僧。白娘子和小青非常愤怒，率领水族士兵攻
打金山寺，想救出许仙。她们不断作法，引发洪水，金山寺
被洪水包围，这就是传说中很有名的“水漫金山”。法海也
大显法力，白娘子因为临产，打不过法海，只得在小青的保
护下逃跑。当她们逃到断桥时，正遇上从金山寺逃出来的许
仙。许仙与白娘子二人经过劫难，又在初逢的断桥相见，百
感交集，不由得抱头痛哭。白娘子刚生下儿子，法海就赶来
了，他无情地将白娘子镇压在西湖边的雷峰塔下，诅咒说，
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掉，否则白娘子永远也不能再回到
人间。

多年后，小青修炼得道，重回西湖，她打败了法海，将西湖
水吸干，将雷峰塔掀倒，终于救出了白娘子。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五

专家提醒，粽子怎么吃有技巧：糯米性温，可以暖胃，因此
趁热吃可滋养脾胃，特别有益于脾胃虚寒者；但糯米做的粽
子如果放凉后再吃，或者凉后再热了吃，就难消化以致伤脾
胃了。



专家还指出，糯米温中补气，适合脾胃有病的人吃，把糯米
煮粥趁热喝确实可滋养脾胃，特别有益于脾胃虚寒者；但糯
米做的粽子如果放凉后再吃，或者凉后再热了吃，就难消化
以致伤脾胃了。如果再加上大量动物油脂，更不是人人能够
承受。另外，粽子属于主食，吃了粽子就要减少米饭、馒头、
面包等主食的量，避免能量过剩，引起增肥问题。

端午节即将来临，粽子、咸鸭蛋、皮蛋陆续登场逐渐成为饭
桌上的“常客”。中医认为，棕叶是清热解暑的良药，糯米
也具有益气生津、清热的药效，总的来说，粽子有清热除烦、
助脾开胃的作用，特别适合初夏食用。咸鸭蛋则有清肺火、
降阴火的功效；皮蛋性凉，火旺者最宜。看来，这三种都属
于应季食物，但需要注意的是，不是人人都适合食用。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六

端午节来源于屈原的故事：爱国的诗人屈原出了一个能够富
国强民的好主意，但是没有被国王采纳，反而被逐出宫中。
他气的不得了，跳下了汩罗江。当地的渔夫划着小船去把竹
筒里的米撒下汩罗江给屈原。后来，大家把盛着竹筒的米改
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来纪念屈原。大家为了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才每年都过端午节。

由于端午节和儿童节挨得很近，所以美术老师教我们包“粽
子”，一方面是让我们学会怎么包“粽子”

端午节来源于屈原的故事：爱国的诗人屈原出了一个能够富
国强民的好主意，但是没有被国王采纳，反而被逐出宫中。
他气的不得了，跳下了汩罗江。当地的渔夫划着小船去把竹
筒里的米撒下汩罗江给屈原。后来，大家把盛着竹筒的米改
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来纪念屈原。大家为了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才每年都过端午节。

由于端午节和儿童节挨得很近，所以美术老师教我们包“粽



子”，一方面是让我们学会怎么包“粽子”，另一方面嘛，
就是为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做准备。

刚开始包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很简单，就没听老师的“教
程”，自顾自的包起来，没想到第三部的时候就弄不起来，
但就住在这个时候，陈洋包起来了，我们有的就去请教陈洋，
有的让陈洋帮他包。陈洋忙的不可开交，我在旁边一边看陈
洋包，以便自己摸索着，结果还是失败了，我还是没有放弃，
把纸拆开来以次一次的重新折，一次一次的重新包，然后我
总结了经验（其实是失败的经验）：每次做第四步时，老是
折不立体。我只好让陈洋帮我折了一个。

后来我仔细观察了陈洋帮我着的那一个“粽子”，原来是要
把那个上去，我若有所思。后来，我又折了几次，但还想刚
开始的时候，边对不齐，气得我火冒三丈。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七

屈原出身于楚宗室贵族，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志，
志向远大。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
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华诗祖”、“辞赋之
祖”。

屈原是“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开辟了“香草美人”
的传统。屈原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
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屈原还是楚国重要的政治家，早年
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吴
起之后，在楚国另一个主张变法的就是屈原。屈原提倡“美
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因遭贵族排挤毁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公元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屈原悲愤交
加，怀石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统治者为树立忠君爱国标签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
日。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
确定屈原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八

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大夫、爱国诗人
屈原听到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心如刀割，
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于是选择以死明志，毅然写下绝
笔作《怀沙》，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

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以免鱼虾糟蹋
屈原的。尸体，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
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
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后
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九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
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
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
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
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
展成粽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的故事端午节手抄报篇十

1、幽幽之夏夜，爬满丝瓜青藤的木格窗下，我读书倦了，忽
而一声鸟啼，划破寂寞的长空悠然飘入耳中。哦，我想故
《·》乡哪里，改也是端午了吧！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2、有个美丽的地方，是住在我心里的人间天堂，那里山美、
水美、人更美。而我，早已将灵魂丢在了依山傍水的小村庄。
逢佳节，倍思乡，思那一草一花，一树一木，一砖一瓦。

3、离乡二十多年，每每梦到故乡的青山、故乡的绿水时，总
能梦到弥漫在房舍上的袅袅炊烟；每每梦中游走着故乡的红
砖、故乡的黛瓦时，总能梦到徐徐盘旋的。袅袅炊烟；每每
梦中涌动着故乡的小桥、故乡的流水时，总能把记忆定格在
几里之外就能看到的百缕炊烟。

4、端午又近，浓浓的思乡情涌上心头。

5、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如今，却是身处他乡，西望销魂。

6、夕阳西下，黄昏降临，袅袅炊烟轻柔无骨却万种风情，那
是父亲躬耕的犁，那是父亲古铜色脊背上的汗，那是母亲的
慈祥，那是我童年的温暖。

7、来到大庆，没有一次端午节让我找回从前的影子，因为大
庆没有山，更没有蜿蜒的江河。

8、每逢端午节，都会泛起思乡的情怀。也许是家乡的山、家
乡的水，更有端午节的气氛。

9、时间飞快，恍惚间已到端午节，记得过去在老家，每到五
月初五，那天一早，娘就到家前的地边，割一大捆野艾回来，
插在大门两旁。说能辟邪，也是风俗。



10、故乡的炊烟象一根丝线，一头系着家乡，一头系在我的
心头，它陪伴我度过漫漫岁月，成为我生活中难以忘却的记
忆。

11、从前与我一起踏青的小伙伴儿，能联系上的所剩无几了，
那份甜美的幸福一直藏在心底，无人与我分享。每逢端午，
倍觉思乡。

12、如今，故乡的青山依旧，绿水依流，故乡的炊烟已脱去
锦织的轻纱，离我愈来愈远，我难以再见徐徐升腾的炊烟。
但是，无论走到哪，在我的记忆深处，故乡的袅袅炊烟，让
我刻骨铭心，让我永远怀恋。

13、如今，离开故乡，离开奶奶已经四年有余了，四年中的
每一个端午，都没有能品尝到奶奶亲手包的粽子。但是每一
次一拿起买来的粽子，甚至于一看见粽子脑海里总是会浮现
出奶奶包粽子是娴熟的动作和粽子那甜润的清香，且挥之不
去。

14、吃粽子一直是我的钟爱，也许清香的荷叶味儿更具有端
午节的气息。

15、这首小时经常唱的儿歌，每每到端午节时就想起来，勾
起我浓浓的思乡之情。

16、又是一年端午至，又是一个粽叶飘香的时候。

17、虽然，端午节那天，我们有吃粽子，吃鸡蛋，赛龙舟等
风俗，但都远不及家家大门两旁插艾，那样必不可少。端午
节那几天，整个村子到处弥漫着艾的清香。

18、长大了，离开家，去了外地。再也没有端午节采艾蒿的
机会了，奶奶的病不但没有好，而且永远的离开了我。自此，
名叫艾蒿的植物，它在我心里和杂草一样，无一用处。



20、离家外出打拼很多年了，每到端午节时，浓浓的艾香便
勾起我想家的念头。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一草一木，
家乡的亲人，又都萦绕在我的眼前。

21、原来，思念一个人，一个亲人，真的和时间没有关系。

22、许是好多年未曾触及家乡的端午节，生在记忆里的美好
都是小时候的片段，很亲切。

23、逢佳节，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是习俗？还是曾经记忆？
现想来，这些都或缺。而更缺的是逝去的亲人，我最亲爱的
奶奶。两年多了，仍像梦一般不肯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