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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心得体会(大全5篇)

体会是指将学习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反思学习
内容并记录下来的文字，近似于经验总结。心得体会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总结和反思，我们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找到自己的定位和方向。以下是
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心得体会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家乡的春节心得体会篇一

我的家乡——钟村，是个美丽富饶，物产丰富的小镇。现在，
就由我这个生活在钟村的小解说员，带你到钟村游览一番吧！
我们事不移迟，let’sgo!

别看我们这只是个小镇，比起那大都市、大城市也不甘落后。
钟村是我们生活居住的好地方，它包蕴着乡村的通俗，城市
的热闹，你不信，我证明给你看。钟村的大夫山森林公园就
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充满了自然美，乡村里洋溢着通俗气
息：老远看去，一座座小山拔地而起，栉比排列。瞧，年过
花甲的老公公老婆婆四点多钟就在大夫山畔下做运动。一个
天衣无缝的人工湖静静地仰卧在东门，湖水清澈见底、绿得
如一块翡翠。在南门的中心，有一个莲花池，池中心，有一
尊洁白的莲花少女像——她身穿白裙，婀娜多姿，正低头望
着她辛勤栽种的荷花。这就是大夫山的标志。

说到热闹，就要说起那条在霓虹灯照耀下的繁华路——嘉胜
路。这条路很是特别，可就在晚上营业。但是，它却不是一
间一间有版有式的商铺，而是自己搭架子的“小摊”。嗬，
你别看它在早上荒芜人烟，可到晚上就是个人山人海，你也
来这儿购物购物。还有一个让你感到热闹的地方，就是钟村
刚建起的全亚洲第一火车站。它占地1亩左右，现在楼市高升，



外来人口增多，因此钟村也将会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繁荣昌
盛。

钟村不但景物美，而且人的心灵更美。在前一个月，钟村中
学的一位体育老师患了白血病，全镇呼吁人们募捐。老师们，
同学们，甚至家长们都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钱来为这位辛勤
的体育老师募捐。钟村人不但给镇上的人募捐，而且还给海
啸的灾难人民捐钱。

我爱我的家乡，爱这里的山山水水，爱这里的一草一木，更
爱家乡的人民。你也来玩赏一下，记住要找我这个乡下妹。

家乡的春节心得体会篇二

春去春又来，又到了过年的日子，每家每户都忙碌了起来，
当然，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习俗，身为东莞人，自然
会懂得一些东莞的过年风俗。

腊月二十三是民间祭灶的日子，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
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
有“灶王爷”神位。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为一家的保
护神而受到崇拜。在这一天，灶王爷就会向玉皇大帝汇报这
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
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
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
关系。由此就有了“送灶”的仪式。在这一天，我们家就会
烧香拜佛，在桌子上摆上许多小吃，像糖冬瓜之类的。

腊月二十四就要贴对联了，在这一天，我们家都会将准备好
的对联贴上，其实不止是对联，还有在房子的各个地方贴上
写有“老少平安”、“招财进宝”等等的或红或橙的字条。

腊月二十八则是大扫除，在这两天里，一家大小都行动起来，
将家里里里外外的打扫干净，迎接新的一年。孩子们在这一



天都特别开心，因为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

大年初一，我们早早的起床，放鞭炮，爆竹声后，碎红满地，
灿若云锦。按照书上说的，一出门向什么方向出发，出门行
大运，接着就去喝茶，中午那顿大概是不吃的，这一天，孩
子们是最开心的了，他们可以收到爸爸妈妈和亲朋好友的红
包，这一天的红包大概也是最多的，因为我们都会到处去拜
年。

大年初二，就是开年了，这一天也少不了的放鞭炮，虽然现
在禁止放烟花爆竹，但人们违背不了习俗。也把大门大开，
在门前放一桌的食物，旁边还放凳子，据说是给逝去的祖先
吃的。

到了正月初八左右，家里都把剩菜倒在一起，再用糯米粉和
水弄成丸子，和剩菜一起煮，叫做“咸圆”，这应该是他们
处理剩菜的最好的方法了。

元宵节，这是过年的最后一天，家里煮元宵，吃元宵，有花
生味的，还有芝麻味的，到了晚上，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
把过年期间收到的红包都拆开，看看都收到了多少，这或许
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了。

这是我们家乡的过年，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好像越来
越感觉不到过年的气氛了，我们都希望，过着最有气氛的年，
心里奔放着一朵朵希望的花。

家乡的春节心得体会篇三

作为华夏民族，从虞舜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春节，是每年必须
举行的最为隆重的节庆活动，迄今已逾4000余年，因而过年
不仅成为每个人绕不过去的情结，并且越来越庄重，越来越
来隆烈了。而一个远离故乡，久居外地的人，若能回到家乡



过春节，那感觉将别有一番韵味。唐?王建《十五夜望月》说：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
秋思落谁家！在武汉连着过了好几个春节，这思乡想家的情
愫，特别是希望体验一下家乡现时过春节的感觉，便觉格外
的强烈。不过话又说回来，若仅仅单纯是为了过春节而回家
乡，则又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花冤枉交通钱不说，这来回的
折腾，而且还得什么都得重新购置，又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
事情。

刚好因为太多的事情，急切需要回去处理。我也因而借着这
个难得的机会，再也没有了花冤枉钱的心理负担，心情舒畅
地返回到我工作、我生活多少年的家乡。也因此，在家乡度
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

当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时，变化可真是大得不得了，真
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自从江西迁居而来的这个已
有200余年的老垸子，如今东倒西歪的垮了不少，有的已变成
残垣断壁，弟弟的老房子虽在，但也是风雨飘摇的危房。乡
亲们全都搬离了这里，全都住进了新建的楼房。令人称奇的
是，再也看不到一间平房了，全都是越建越漂亮的楼房，有
条件早建的房子如今有不少又更换成新式的。我的童年时代
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屋后还有两边的山林，房前的竹林还是
池塘，自然留下了太多的回忆，又因为母亲去世过早，父亲
后来也走了，那些酸楚的、苦涩的、甜美的往事，填满了我
的胸臆。

让我欣慰的是，弟弟因为建房子、嫁女儿，背了一身债。自
打工从北京回来后，那么多债务他一次兑付完毕，可以说无
债一身轻了。弟弟说，难得回家一趟，就在这儿吃饭吧，咱
们可得好好地聊聊。弟媳赶紧走过来说，你弟弟立了大功，
可我在家也没闲着，田里地里的农活没丢，因为风调雨顺，
粮食收成创了记录；另外还打了零工，也挣了一些。她还开
玩笑，借吉人天象，你一回来家里可就不一样啦。该有的东
西也全都买了回来，你俩个有了孩子的侄女都来这里过年，



到时你一家人怎么也要来这凑个热闹吧。

多年未见的新知旧友，还有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除了出自于
内心的问候、关切，要说的话就像扯不完的棉纱，永远没个
完了。除了需要处理的事情以外，今天去这家聊聊，明天去
那家说说，便成为当下最主要的事情。张继承、张家林、陈
金斗、张涛、伍理松……，一个个问起了在外的情形，每每
也都要求务必吃过了饭再走。还有老干谢建训、陈银秀，也
都给予了热情的问候。

骨头断了还连着筋的亲戚，多少年了未见面，自然今天这个
来明天又是那个到，还有今天去这家走走这家明天去那家看
看，舅老表、内兄内弟、妻妹……，一见面驱寒问暖的那个
热情劲头甭提有多热烈。特别是妻侄订婚的喜庆场面，更有
多年未曾见面的远亲近邻在这里终于会面了，需要说的讲的
太多了，竟不知从哪儿说起，因而那个亲热呀友谊呀欢乐呀
甭提有多热烈。

逝者如斯。一天紧接着一天，就在首尾相衔的这种状态中度
过了20来天。浅略一思忖，可依然还晃如昨日。来不及思考，
来不及回味，归期就到了，因为那边的事不能再拖，我只得
带着些许的惆怅返回新的居地。

家乡的春节心得体会篇四

家乡春节实践活动是我一年一度最期待的节庆活动之一。经
过为期一个月的筹备，我与同学们在本周六终于开展了这一
活动。本文将分享我在这次活动中的收获和体会。

第二段：活动背景

活动的策划者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使我们这些在城市长大
的孩子能够更深刻地了解和感受家乡的文化底蕴，弘扬传统



文化，同时也为更多人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体验。

第三段：实践活动

在这一天，我们首先进行了一场由壮族同胞组成的山歌队的
表演。他们婉转悠扬的嗓音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家乡民
族文化的魅力。接着，我们参加了年画制作、民族服饰试穿
等活动，展现了家乡丰富多彩的民俗艺术。最后，我们参加
了一场传统的乡村晚会，和当地居民一起跳广场舞、唱戏、
吃美食，深入体验了家乡春节的独特氛围。

第四段：心得体会

通过这次实践活动，我深刻认识到家乡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孩子，对家乡的
文化传承的缺少和不足。面对这一情况，我们更应该积极地
去了解和学习家乡的文化，并将其弘扬传承。同时，在活动
中我还结交了许多具有相同目标的伙伴，一同讨论、交流，
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第五段：结论

总之，这一次家乡春节实践活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
更多人提供了喜闻乐见的文化体验。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财
富是我们可以骄傲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希望在未来，我们能
够积极地参加家乡的各种文化实践活动，将这份传统文化延
续下去。

家乡的春节心得体会篇五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全年最为热闹、欢快的
时刻。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到我的家乡——南方的一个小城
市。今年，在春节期间，我参加了一系列的家乡实践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让我真正了解了家乡的文化传统，也让我感受



到了家乡人民淳朴善良的性格。

第二段：学习传统文化

这次的春节期间，我参与了迎神、祭灶、祭祖、放炮、舞狮
等一系列传统文化活动。其中，祭灶活动让我印象深刻。据
说，祭灶是为了感谢灶神一年来保佑我们家庭平安，祈求来
年有丰收、幸福的一年。在祭灶的时候，我和一群孩子一起
站在院子里，手捧着红色的纸条，向灶上撒红枣、花生、糖
等物品。在这个过程中，导游带领我们一一解释了每个动作
和祭祀的意义，令我更加了解故乡的传统文化。

第三段：志愿服务

除了学习传统文化，我还参加了一次春节志愿者服务。我们
的任务是为社区里的老人送去温暖和祝福，我们为他们扫地、
抹桌椅、换窗帘，还为他们唱了几首晚辈们挑选的歌曲。那
些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微笑，频频点头：“年轻人做的好啊！
感到很温暖，很感动，也渐渐让我了解到乡下人所特有的淳
朴善良。”

第四段：感受家乡的美食

在家乡的春节期间，我还领略到了本地特色美食的丰富多样。
除了历有年的传统年夜饭，龙虎豹、花卷、扣菜饭、活水鱼、
鳝鱼等都是我深深刻在脑海中的美食。父母和乡邻们煮的菜、
做的点心，一道道鲜美的味道让我难以忘怀，在我离开后，
回想起那里的美食，我会想念。

第五段：结语

回到故乡，不仅让我感受到了热闹、欢欣的气氛，领略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更让我了解到了淳朴善良的乡下人。在这里，
生活虽然简单，却也充满了温情；事件虽然常规，却也有一



些独特的风格。感谢这次春节带给我难忘的回忆，我将会在
以后的日子里记得这份温暖，珍惜这份宝贵的情感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