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心得体会(汇总6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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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一

农历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端是“开端”、“初”的
意思。初五可以称为端五。农历以地支纪月，五月为午，因
此称五月为午月，“五”与“午”通，“五”又为阳数，故
端午又名端五、重五、端阳、中天、重午、午日。端午节的
活动主要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喝雄黄酒等。
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挂菖蒲、艾叶，
喝雄黄酒，是为了压邪。端午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三大传统节
日之一，现已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端午节俗被列入第一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时间悄无声息的从我们身边流过，又一个端午佳节与我们擦
肩而过。但人们过节时的热闹场景仍然在眼前不停的回放。
大街上、超市里、家庭中到处飘散着粽子的芳香，家家户户
都在神位前插起蒲草，最温馨的时刻是全家人围在一起包粽
子。平日为了生活忙碌奔波，难得见上一面，只有等到如端
午这样的团圆之节，才能够小聚一下。

南通有着独一无二的端午习俗，吃和菜就是其中一种。所谓
和菜也就是把许多菜肴搅合在一起而炒制的菜。材料以绿豆
芽，粉皮，韭菜为主，再加上蛋白，茭白，肉丝，竹笋丝，
油炸虾等，其色彩丰富，嫩脆鲜香，别具一格。端午吃和菜
的习俗源于明代嘉靖年间，当时倭寇在沿海地区烧杀抢夺，
无恶不作。有一天正逢端午节，倭寇又入侵通州，当地民众



迅速组织起来抗击倭寇。大家都将各自准备过节的菜肴拿出
来，和在一起重新抄一遍，勇士们吃过后，个个精神抖擞，
英勇杀敌，最终取得胜利。为纪念此事南通民众一直保持着
端午吃和菜的民俗。另外这天家中房檐下，床席下都要放置
菖蒲、艾叶以示驱邪，且焚艾条、苍术、柏枝烟熏以辟疫。
午时则在室内洒雄黄酒，据去可杀虫辟五毒。将雄黄酒洒于
孩子的手、脚、脸上，在孩子额上用雄黄酒书“王”字，这
样，蛇、虫、百脚（蜈蚣）不再咬孩子了。这一天孩子还要
配戴百索子（五彩缕）、香袋儿，到处香气四溢。旧时端午，
濠河里还有赛龙舟，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习惯的改变，这
等壮观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然而，端午正逐渐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去。中国的10多个传统
节日中，端午有着久远的历史传承，独特的民俗蕴含。不得
不承认，那艾草被点燃时的香味，那吃粽子与听屈原故事的
记忆，正以令人诧异的速度退出了国人的生活和视野。保护
传统节日迫在眉睫，然而要保护传统节日就要弘扬节日的文
化内涵。对于自己的节日，只有自己先重视并享受了，才有
可能让别人来重视和分享。对于像端午这样的中华传统节日，
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传承传统，做到“薪火相传”，把
节日实实在在地过起来。

犹记得去年，韩国将端午祭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
功，引发了国人震动，诸多网友愤慨不已，纷纷义愤填膺的
指责，甚至文诛笔伐其行为。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的政府
和民族慢慢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政府也渐渐将传统文
化中的精华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愿这些不只是流于表面
的、形式的，更重要的是深入其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内涵。

时代在变人在变，不变的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端午节，
不变的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中的民族魂，不变的是炎黄子
孙心中浩然正气、爱国爱民的不灭情怀。愿我们永远铭记中
国传统文化，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发展下去。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二

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节气之一。
每年的五月初五，全国各地都会在这一天举行端午节的相关
庆祝活动。我的家乡也不例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对于
端午节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并且也从中汲取了不少
心得体会。

第一段：介绍端午节的起源及相关习俗

据史书记载，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战国时期的楚国。当时，楚
国贵族屈原被贬谪到湖北省境内的汨罗江边，他非常爱国，
看到祖国这么疲弱，他倍感悲痛和煎熬。最终他选择了投江
自尽，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和赤诚之心。后来人们为了
纪念他，就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一天，划龙舟、吃粽子、挂
艾草、赛龙舟、打毒酒等等，以表达对他的怀念和敬意。

第二段：龙舟赛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端午节最著名的活动之一就是赛龙舟了。赛龙舟不仅仅是一
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赛龙舟有助于提
高人们的个人气质，增强身体素质，培养人们的合作意识和
团队精神。在比赛中，队员们要有肝胆相照、密切配合，充
分展示出中华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这是维护国家和谐稳定
的重要一环。

第三段：粽子是中华传统美食的代表

端午节期间吃粽子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习俗活动。据说，粽
子的形状就像为了拯救屈原的人们在江边扔入的米饭，就是
为了避免鱼虾吃掉屈原的身体。而现代粽子不仅口感独特，
更是中华传统美食文化的代表之一。粽子在各个地区的其制
作方法和做法都不尽相同，品尝起来更有味觉与文化的双重
享受。



第四段：端午节提醒人们要珍惜生命并保护环境

端午节的故事告诉我们珍惜生命，但同时我们也要珍惜环境。
屈原的悲剧使我们更加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从而更加
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
限的。在庆祝端午节时，我们更要思考如何保护资源，促进
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段：结语

端午节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非常重要。跨
越了千百年的端午文化和习俗，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和国家文化的强大，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和发扬。让我们珍
惜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将其传承发扬下去，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自
己的魅力和方向。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三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是中国传统的传统节日之一，
也是我国文化的一部分。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个日子，人们
都会庆祝和纪念这个节日。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做粽子、
赛龙舟、吃雄黄酒等，来庆祝这个传统节日。这个节日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心理价值，下面就让我们来畅谈一
下我对端午节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端午节的历史渊源

端午节是因纪念屈原而来的。当时，屈原是楚国的大臣，他
忠心为国，但是却被诬陷谋反。最终，他不得不投身于汨罗
江中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为了纪念他的牺牲精神，人们就
流传着一些风俗习惯，如赛龙舟、吃粽子、挂艾草和饮雄黄
酒等。这些习俗表达了人们对于屈原牺牲精神的尊重和怀念
之情。



第二段：粽子的寓意及重要性

粽子是端午节必备的食品之一，用糯米和其他的填料如肉、
豆沙、野菜等做成。除了美味，粽子还有着深刻的寓意。形
状如同包裹着屈原之身的“龙舟”、象征着祭奠、寄托、寻
找和安抚。在现代社会，粽子成为了传统文化与时代交融的
代表，不仅有着口感的美味也通过其文化本身成为了代表着
的精神纽带，连接着历史和现代。

第三段：龙舟竞渡的文化内涵

龙舟竞渡也是端午节的一大习俗，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一
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这个日子里，人们都会组建龙舟队进
行比赛，比赛中有鼓手、舵手、甚至有些队伍会有特别的表
演。整个赛场上，热闹非凡。龙舟竞渡的背后是在强调着人
们的“协同”精神，每个人的付出和每支队伍的奋斗都在推
动着这项传统赛事的发展，使得团结的力量得到更好的充实
体现。

第四段：艾草与雄黄酒的仪式意义

端午节也有着一些特别的仪式，如吊艾草和喝雄黄酒等。艾
草的泡茶、栽培、吊祭都是重要的端午节仪式。相传，在战
争的紧急时候，艾草泡水用于消毒和治疗士兵的伤口，使他
们迅速康复并顺利打赢了战争。人们吊艾草，表达了对于那
些英雄军人的敬重和记忆。而雄黄酒则提供了“驱邪幸福”
的意义，祈愿全家平安健康、心想事成。这些仪式表明了人
们对端午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第五段：端午节对我的意义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纪念了一位忠诚的爱国
人士——屈原。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着精神个性。
每年的这个日子，我总是充满新鲜感。我经常和我的家人一



起做粽子，赛龙舟，吊艾草。这些独特的体验让我不仅了解
了端午节的渊源，同时也锻炼了我的个性和协作意识。总的
来说，端午节不仅让我们重温了传统文化，更让我们更好地
感悟了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独立自主的个性和协同一致的协
作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端午节不仅在庆祝中传承文化，更是一种心灵的
力量，让我们更好地遵循和传承优秀传统， 坚定信仰，爱国
爱家，勇于拼搏，创造美好。它不只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
一个表现人们尊重祖先、尊重传统的方式，是我们的文化遗
产和继承人须要努力守护的宝贵精神财富。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四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家乡最有特色的一天，端午节——。虽然
端午节在中国人当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盛大节日，但是在
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有端午节的习俗。但是，我感觉南方的
端午节比北方更有趣，更浓郁。

端午节是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节日。端午节的每一天，我们
每个家庭都会包一种“中山绿豆棕”，像圆棍形状的手臂一
样粗。鲜竹叶是用来绑棕的`，里面有食材，有咸粽子和甜粽
子两种味道。甜粽子包括莲子、红豆沙、栗子泥、枣泥：咸
的，就是腊肉、烧鸡、蛋黄、扇贝、香菇、绿豆、叉烧等材
料。包好的粽子放在锅里煮。粽子煮好后会闻到淡淡的竹叶
味，香味会溢出整个厨房.

这一天，村里的“龙舟”太幼稚了！对我来说一点都不过瘾。
看电视直播的龙舟比赛。在广阔的江面上，20多条“传统
龙”展开了角逐。长长的龙舟上挤满了肌肉鼓鼓的大个子。
鼓手在中间，前面的人在欢呼，响亮，霸气。威风，震撼.毛
毛雨，河水汹涌。在这里，男人勇敢坚强，这很棒！在北方，
“扒龙舟”的习俗并不常见，因为北方的河流没有南方多，
所以北方的端午节只吃粽子，没有南方的轰轰烈烈。这就是



我家乡端午节的独特之处。

头别有一番滋味。

20xx年，又一个新的端午节即将到来，我怀着一颗思念，期
待，激动的心去迎接你。去欢迎你。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五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据传是为了纪
念我国古代民族英雄屈原而设立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
伟大的爱国诗人和政治家，他以言喻国家、兴邦富民而被视
为民族之光。由于屈原的忠贞不渝和对国家的忠诚，小爱与
国家之间的爱始终牵系在一起，因此也被誉为中华民族的精
神象征。

二、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在端午节，人们有许多传统的习俗。最典型的就是吃粽子。
粽子是一种用糯米、肉、蛋黄、豆等食材制成的包子形状的
食品，它的味道香甜可口，而且也非常有营养。此外，我们
还有为屈原划龙舟、挂艾叶和食菖蒲饮雄黄酒等传统活动。
这些习俗都是为了表达人们对屈原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三、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不仅仅是一种有趣的传统习俗，它还蕴涵了丰富的文
化内涵。首先，它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让人们了解
我们古代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其次，它也传承了人们对英雄
的崇拜和对忠诚的追求。最后，它也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象
征，让人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相聚在一起，感受传统文化
的力量，增强了彼此间的感情。

四、端午节的现代意义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发达、繁荣、开放的时代，但我们
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端午
节就具有了现代意义。它让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感受传统
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的文
化底蕴是非常广阔和深厚的，只有牢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
现代社会中立足。

五、总结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一个节日。它既有
充满传统意义的古老习俗和传说，同时也蕴含了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和现代意义。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更应该珍视这种
传统文化，同时也应该将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开创出更加
美好的未来。

端午节心得体会篇六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每年五月初五，人们会庆祝
这个节日，以纪念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忠诚和牺牲精神。为
了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和传承端午节的传统文化，学校举办了
一次特别的团课活动。在这次活动中，我们开展了一系列与
端午节相关的课程和体验，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体会。以下是我对这次团课的心得体会。

首先，这次团课活动让我对端午节的历史和传统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在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和起源，
介绍了屈原的故事以及端午节的传统习俗。通过这些讲解，
我们了解到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设立的，也了解到粽子
是端午节的传统食品，人们会赛龙舟和系五彩丝带等习俗。
这些知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端午节，激发了我们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

其次，团课活动还安排了一系列与端午节相关的手工制作和
游戏体验，让我们更加亲身地参与其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我们学习了如何制作粽子和扎五彩丝带，亲手体验了传
统技艺的魅力。在扎五彩丝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失败
和尝试，但最终成功了。这让我明白，传统文化需要我们付
出努力去学习和传承，才能真正传承下去。

在活动中，我们还进行了赛龙舟游戏。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
传统活动，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扮演一支龙舟队。
大家积极配合，拼尽全力划动桨，体验了赛龙舟的激情与团
结。这个游戏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团队合作能力，还让我们感
受到传统文化带来的快乐。

团课活动的最后，我们聚集在一起，品尝了自己制作的粽子，
分享了彼此的体会和感受。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同学们
脸上洋溢的笑容和欢乐的氛围。通过这次活动，我们不仅增
进了团队之间的友谊，也加深了对端午节的理解和热爱。

通过这次团课活动，我对端午节的理解更加深入，也感受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端午节作为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代表了
我们民族的精神和传统价值观。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能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能够培养我们的爱国情感
和民族自豪感。我相信，通过这样的团课活动，我们的文化
自信心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成为更好的中国人。传承和发
扬端午节的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

总之，这次团课活动让我们对端午节和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
的体会。通过讲解、手工制作和游戏体验，我们培养了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理解。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继续
传承和发扬端午节的文化，让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心中发扬光
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