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屈原的诗歌 端午忆屈原心得体
会(实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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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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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一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也是全民欢庆的日子。这个
节日让我想起了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他的故事让人感受到
了忠诚与爱国的情怀。在这个特殊的节日，我深深地体会到
了屈原的精神，他的忠诚和出色的才华让我深受启发。通过
了解屈原的故事，我认识到了追求真理和坚守信仰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面对逆境和挫折。

首先，屈原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屈原是一个爱国的诗
人，他将自己的才华和智慧奉献给祖国，为国家的繁荣与富
强倾尽了心力。他的忠诚精神给了我反思自己的内心，希望
自己也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工作
中，都要像屈原一样心怀对祖国的深情，为国家的繁荣和人
民的幸福而努力。忠诚和奉献的精神是屈原给我的最大启示，
也是我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不断坚持和提升的品质。

其次，屈原在受到政治压力后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对于他来
说，忠诚于心中的正义和价值观比任何政治权力都重要。他
宁愿放弃高官厚禄，也不愿妥协自己的原则和信仰。这种坚
守信仰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让我明白自己在面对困难
和诱惑时应该有坚定的立场，不被外界因素左右，保持对真
理和正义的追求。屈原为了守护自己的信仰最终走上了绝路，
但他的坚持和勇敢让他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给后人留下了
宝贵的精神财富。



屈原的故事也给我上了一堂生活中坚持信念的课程。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和诱惑，但我们不能因此而
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追求。正如屈原舍弃了权势和荣华，坚定
地选择了忠诚于心中的信仰，我们也应该保持对自己内心的
坚持和守护。只有脚踏实地，坚持信念和原则，才能在逆境
中坚持到底，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为自己树立起坚不可
摧的精神力量。

最后，屈原的故事也告诉我坚持信念虽然艰难，但始终值得。
生活中的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放弃和付出，但只有坚定信念
和勇敢前行，才能追求到真正的幸福和成就。屈原为了自己
的理想和信仰舍弃了许多，最终走上了绝路，但他的精神却
被人们长久铭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内心最
真实的声音，始终追随真理和正义，无论遭受多大的困难和
磨难，最终都会得到应有的回报。

通过学习和了解屈原的故事，我对忠诚、信仰和追求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和思考。屈原的故事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是
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在这个特殊的传统节日中，我们不仅
要品尝粽子、赛龙舟，更要深入思考屈原的故事给我们带来
的启示。只有通过对自己忠诚和信念的追求，我们才能真正
成为一个有勇气和智慧的人，为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做
出贡献。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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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端午节吟起这首诗，就勾起了我对屈
原的思念之情。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端午念屈原作
文，供大家参阅!

端午节到了，从家家户户飘出的粽子的清香也越来越浓了，
竹叶与糯米的香气围绕在每个人身边。



在享受甜美的粽子时，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

一个人，走在江边，脸上充满了忧愁。现在奸臣当道，江山
就要毁在他们手里了!他想着，泪水肆无忌惮的顺着他的脸颊
流下。他用力抹去。他早已下定决心改变这个局面，可无能
为力。大名鼎鼎的楚国大夫，如今却一败涂地。他累了，无
助了，他知道他脚下的这片山河迟早会成为别的国家的领土。
终于，他轻轻一跃，沉入了冰冷的水中。陪伴他的只有鱼虾
和一首唱响千古的离骚。

在跳下去的那一刹那，他是否疑惑，是否还在为这个他所爱
的楚国而担忧?

从此，汨罗江中多了一颗闪烁着的，不屈的心。

他有山一般的理想，海一般的胸襟，却无处施展。

但今天，我相信，他的精神一定会在我们新一代的身上展现
出来，他的思想与精神也会一直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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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端午节吟起这首诗，就勾起了我对屈
原的思念之情。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暇的
后代。

早年的屈原深受楚怀王的信任，被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
怀王共同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张章明法度，举贤
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的努力
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他性格耿直，在修订法
规的时候，不愿听从上官大夫与之同流合污，使得他们有所
嫉妒。同时，楚怀王之子子兰、上官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
人，受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



还使怀王疏远了屈原。后来，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
屈原虽然极力反对，但是楚国还是投入了秦国的怀抱。屈原
也枉遭放逐。

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楚国国都。屈原
的理想破灭，绝望无比，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
死明志，便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

百姓闻讯后，马上划船捞救。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
之上，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了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鱼虾会糟
蹋屈原的尸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便有了如今
吃粽子的习俗。

端午——为纪念一个忠心爱国的诗人。

五月初五，泪罗江边，你，内心充满矛盾，充满无奈，你是
多么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为国捐躯，可是天妒英才，不识人
才得大王不给你机会，他昏庸无能，把大好江山毁于一旦，
你被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一次次侵蚀，直到再无楚国存在。
大江彭湃，汹涌着向东流去，你的心随着这江水那样起伏不
定，江水流逝了多少沧桑，楚国已不复存在，而你更感到前
路茫茫。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你轻轻地哀叹，眼角间
流下难以掩饰的泪水，一滴滴那么晶莹，发出多么柔弱的泪
光，苍白的脸色中，勾住过往，遥望蓝天长长地哀叹一声，
无奈的吟唱起一句句诗歌，歌声响彻天地，似乎想激起高高
在上的人的“仁义”。悲哀的声音中，表达了你对国家、对
人民的热爱之情;表达了你怀才不遇的无奈心情;表达了你对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哀怜之情!但不管你如何大声，可“伯
乐”却不知在何处，你的一腔热血只能演变成满腹悲愤。你
无奈，发出千叹万哀都言不了你那悲痛的心情!

泪罗江边，大风狂吹，江水更加汹涌，愤怒地拍打着江岸，



一男子轻轻一跃，就此殉身。

你，就是这一跃。从此，大地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此，中国传统节日中就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端午节。你可
知，就在你殉身之后，有多少人为你而泪流满面，直至今日，
仍有多少人为你感概不已。你那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让我们
赞叹不已，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你的爱国
精神。从你殉身的那一日，“赛龙舟”便出现了，和“吃粽
子”一起成为端午节的特色，和你一起成为中国的传说。为
了什么呢?为了纪念你——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缅怀你的
爱国精神!

一本《离骚》，使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一个端午节，使
中华民族拥有传奇的一面;一种爱国情怀，更使中华人民的情
操更高尚!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你——屈原。或许在你投江之
前，你为自己无法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到遗憾，但
是我想你现在知道你为中华民族的人民做了那么多事，一定
会感到很欣慰。

我为你而骄傲，又为你而悲哀。骄傲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位伟
大的爱国诗人而自豪;悲哀的是时代的背景让你的才华无法施
展，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却不常有，你是何
其不幸地遇到这样的“主”啊!

今天，我们仍然过着令人充满思绪的端午节，为的是纪念
你——屈原!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三

上了一年级后，我慢慢地知道了为什么要吃粽子。“节前端
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原来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屈原
的人。他为了他的国家，希望能用他的生命给别人提醒，他
选择了投江，老百姓们很感动，为了纪念他，每年在他投江



的日子里，大家就包了粽子投进江里，让江里的动物们因为
吃了粽子就不要再吃他的身体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
为了别人，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难怪这么多人要纪念他。

后来大人们还告诉我，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像屈原这样的
热爱国家的人还很多，个个都非常了不起。我以后要好好学
习，热爱祖国，用我的本领来报答我们的国家。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四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
五节。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
原有关。

屈原（公元前340－278年），战国时代楚国人，是我国历史
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他一生忧国忧民，不屈服恶势力。当看
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被昏庸的楚怀王所接受，写出了《离
骚》、《天向》等不朽诗篇。而强大的秦军又终于打败楚国
时，他满怀悲愤地于汨罗江投河自尽，终年六十二岁。

江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来到江上，奋力打
捞屈原的尸体，此风俗日后演变成赛龙舟。人们纷纷拿出家
中的粽子投入江中，让鱼吃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尸身，把雄
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
害。

从此，每年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
龙舟，投粽子，喝雄黄酒，以此来纪念诗人，端午节的风俗
就这样流传下来。

老师们、同学们!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



已有20xx多年历史。 据《史记》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
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
遭到贵族强烈反对，屈原去职，被赶出成都，流放到沅.湘流
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
《九歌》等不朽诗篇等，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
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
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
国，于 五月五日 ，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
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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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丢进江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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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仿。后来因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业包饭，
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每年5月5日定位端午节。

端午节，门查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洋，
这些，都是曾经在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

当我们还沉寖在西洋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说"亚
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
产，目前以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听了这些，中国人除了
惊讶只有尴尬，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的得失，不仅仅是
少了几项庆祝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文化内涵丰富，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每一次传
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
如今，这个拥有20xx多年的历史的传统佳节眼瞅着即将成为
他国的国家遗产，我们将有多么尴尬? 毋庸讳言，这些年来，
我国的传统节日总离不开吃，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
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
肉让你吃到你不想吃，农耕社会时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
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
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



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了特有的魅力，在继承传统文
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挖掘，比如文字，
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
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术，我国造纸工业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
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日本和韩国才能买到，
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传统造纸技术，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
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
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
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手轮节，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
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
忽视对传统文化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
扭曲，而精神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又
民族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
护与继承我们传统文化，显然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
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落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
题的迫切性。

种大事大非的事。但你是否考虑过在我们平常生活中其实又
时刻都体现着忠，不计报酬与代价的忠与你自己，忠于你所
爱的人，忠于爱你的人。平凡，朴实没什么不好，就看你如
何走出自己的路，放出那属于自己的光芒。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五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
等。“端午节”为中国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已被列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
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
腾祭祀的习俗;后因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成了中国汉族
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部分地区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等
说法。



端午节有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
白芷，赛龙舟的习俗。

端午屈原的诗歌篇六

又是粽子飘香，艾叶芬芳的端午佳节了。近几天，到处都有
人为过节在购买糯米、红枣及各色的豆子，脸上洋溢着节日
的微笑。

但我知道，端午节是纪念楚国直臣屈原的，是他投江的日子，
人们应该表示悲痛才对呀。这使我想起了一句话：“逝者良
自苦，今人反为欢。”也许，事情已经很久远了，这种悲痛
早已消失，留下来的只有纪念。

一边做饭，一边诵读屈原的《国殇》，还回忆起了去年的一
件趣事。

去年，我在学校被老师点名上黑板背写屈原的《国殇》。我
把屈原的名字写错了，老师告诉我：“你今天晚上赶快准备
一些礼物祭拜他老人家，否则，屈原先生要找你算账了。”

晚上，我回到宿舍后。马上从背包中拿了五个苹果，放在了
枕头上，等着屈原先生托梦给我。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到
了半夜，我梦见了自己正坐在田野中，一辆朴素的马车来到
了我面前。屈原先生下来了，对我说：“年青人，好好的读
书吧，日后为国家出力，还要孝敬父母！”我说：“小生谨
记先生教诲，永不言弃。”

当我抬起头仔细看时，只见屈子高髻长髯、宽衣博带，飘然
而逝……

醒来后，既高兴又惋惜：高兴的是能与屈子在梦中相见，惋
惜的是没能更多到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我的心里又悟出了一点点道理：一个人，只要为国家和民族
着想，人们将永远记着他！

我再次情不自禁的诵读《国殇》，妈妈高兴的在卧室里
喊：“高冰，是你在朗诵吗？看来，我们要过一个有诗意的
端午节了。”

早饭后，爸爸第一次亲自到超市买来了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