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手抄报全校第一名(大全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端午节手抄报全校第一名篇一

端午节诗诗句：

1、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权德舆《端午日礼部宿斋
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

2、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苏轼《浣溪
沙·端午》

3、端午临中夏，时清人复长。——李隆基《端午武成殿宴群
官》

5、莫唱江南古调，怨抑难招，楚江沉魄。——吴文英《澡兰
香·林钟羽淮安重午》

6、便当裹米粣，烂醉作端午。——陆游《春晚叹》

7、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向端午。——杜甫《惜别行》

8、碧艾香蒲处处忙。——舒頔《小重山·端午》

9、菖蒲酒美清尊共。——欧阳修《渔家傲·五月榴花妖艳烘》

10、鹤发垂肩尺许长，离家三十五端阳。——殷尧藩《同州
端午》

11、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舒頔《小



重山·端午》

12、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苏轼《浣溪
沙·端午》

13、入袂轻风不破尘，玉簪犀壁醉佳辰。——苏轼《浣溪沙》

14、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李隆基《端午》

15、旧俗传荆楚。正江城、梅炎藻夏，做成重午。——许及之
《贺新郎》

16、五日长蛟虚问祭，九关雕虎枉招魂。——宋祁《屈原祠》

17、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边贡《午日观
竞渡》

18、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殷尧藩《端午
日》

19、独写菖蒲竹叶杯，蓬城芳草踏初回。——汤显祖《午日
处州禁竞渡》

20、谁家儿共女，庆端阳。——舒頔《小重山·端午》

21、重午佳辰独掩门。——李之仪《南乡子·端午》

22、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隋堤古柳缆龙
舟。——张可久《卖花声·怀古》

23、儿女纷纷夸结束，新样钗符艾虎。——刘克庄《贺新
郎·端午》

24、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间。——张耒《和端午》



25、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文天祥《端午即事》

26、明诏始端午，初筵当履霜。——储光羲《大酺得长字韵
时任安宜尉》

27、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欧阳修《渔家
傲·五月榴花妖艳烘》

29、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窦叔向《端午日恩赐百
索》

30、榴花三日迎端午，蕉叶千春纪诞辰。——范成大《鹧鸪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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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学生来说，经常都需要制作手抄报，为端午节制作手
抄报，他们会怎样制作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小学
生端午节手抄报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小学生端午节手抄报的图片1

小学生端午节手抄报的图片2

小学生端午节手抄报的图片3

小学生端午节手抄报的图片4

小学生端午节手抄报的图片5

1. 有种友情事过境迁依然纯朴;有种信任事隔多年依然怀念;
有种问候清清淡淡却最真诚;有种友谊，无须挂齿，却心领神
会，祝端午节快乐!



2. 每一粒思念都粘连着我最真诚的想念，每一颗祝福都收藏
着我采自天然的幸福，每一层快乐都包裹着我们之间的情谊
不变，每一个粽子都香飘万里到你那里，致我的祝愿，端午
节，致我最好的朋友，挂念。

3. 让风吹走你的忧郁，让雨洗掉你的烦恼，让阳光带给你温
暖，让亮带给你温馨，让友情带给你快乐，让我给你无限的
问候，祝端午节快乐!

5. 喜欢一种声音，是微风吹落的雨，欣赏一幅图画，是夜点
缀的星，淘醉一种气息，是幽兰弥漫的香，祝福我的朋友是
笑看短信的你，祝端午节快乐!

6. 端午节早晨，起床后，母亲在我们的手腕和脚踝上缠上五
彩的丝线，今后一直带着，据说可以去病除邪。其实在我心
里，这些五彩的丝线在我心里是那些精美手镯的替代品。有
些人家也会花些钱给自己的小孩买香荷包带在身上，我的母
亲是自己亲手用些小布头做的，里面塞些棉花，放些香草，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很高兴。

7. 端午节，让我托诗人的福，请你多吃些粽子;让我驾一叶
龙舟，满载祝福驶向你;让我挂一把艾蒿在你门前，愿你平
安;让我为你斟一杯雄黄酒，盼你安康。

8. 端午节送粽子啦!我这里有：吉祥八宝棕，象征招财进宝;
龙凤状元粽，寓意金榜提名;养生瘦肉粽代表多福多瘦!

9. 端午到，愿你“端”起“五”好：端起吉祥，好运不倒;
端起快乐，烦恼全消;端起财运，广纳钱宝;端起前途，事业
走高;端起幸福，如意逍遥!

10. 我们这儿瞧不见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大遗憾。不过我
们很快又找到了新的乐子――举办砸蛋大赛。端午节的蛋不
再是拿来吃的，而是拿来砸的，或两两相碰比谁的更硬，有



或者拿来当子弹，瞄准射击。当砸蛋大赛落下帷幕时，只留
下满地疮痍，一股腥臭，确实其乐无穷。

1. 有时会忙，有时会忘;有时我累，有时我懒!但怎样我也会
记得想你，想你这个好朋友!记住：你微笑时我的世界也微笑，
祝端午节快乐!

2. 缘分，让我遇见了你;开心，让我认识了你;牵挂，让我想
起了你;友谊，让我们在一起;信息，让我不得不发给你;祝愿
你一切都如意，端午节快乐。

3. 等端午，盼端午，传统佳节最有福。享端午，品端午，粽
子美味填饱肚。迎端午，闹端午，祝你快乐不胜数!

4. 短信一条简简单单，包含祝福一串一串：端午节到了，祝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轻轻松松;团团圆圆，恩恩
爱爱;和和美美，红红火火!

5. 棕子好甜怡人醉，共诉人情酒一杯，道上一句祝福语，端
午生色星光辉，道路平稳无妨碍，心静安宁乐相随。祝您和
家人端午节快乐!

6. 曾几何时，屈原用血肉之躯表明一颗爱国真心;时至今日，
后人用端午纪念一片赤诚忠心;龙舟大赛寄托怀念之心，粽子
寓意崇敬之心，祝节日舒心!

7. 喜欢一种声音，是轻风吹落的雨，赏识一幅丹青，是月夜
点缀的星，淘醉一种气味，是幽兰弥漫的香，祝福我的朋友
是笑看短信的你，祝端午节快乐!

8. 喜讯：端午节当天，手机号头两位数字是13的用户，可以
到街边小摊上免费领取粽子，当然，事先要抹上烫伤膏以防
被摊主的开水泼到。



9. 距离，有近有远。记忆，彼此相连。联系，时多时少。情
谊，永恒不变。短信，今朝一段。祝福，天天相伴!祝您端午
节快乐!

10. 五月五端阳到，送你五十五颗真心，送你五十五片深情，
送你五十五个粽子，送你五十五份祝愿，愿你一年三百六十
五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端午节快乐。

11. 艾叶飘香又一年，龙舟竞渡赛神仙，端午时节齐欢颜，
粽子送来好祝愿，愿你爱情似蜜甜，愿你好运常连连，愿你
快乐每一天，祝你端午节愉快!

12. 每逢佳节“粽”思你，好友之间“粽”是情，端午
节，“粽”言“粽”语祝福你，愿万事“粽”顺利，生
活“粽”快乐，样样“粽”美好。

13. 祝福“粽”动员，愿你笑开颜：薪水“粽”是上涨，干活
“粽”是不忙，前途“粽”是辉煌，爱情“粽”是如糖，身体
“粽”是健康!

14. 端午节幸福守则：以休息放松为中心，把健康安全放在
首位，心情舒畅是关键，游山玩水当调节，逛街购物是消遣，
问候祝福是甜点，别忙别闲，端午快乐!

15. 一笑忧伤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不变老，
五笑兴致高，六笑幸福绕，七笑快乐到，八笑收入好，九笑
步步高，十全十美乐逍遥，端午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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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手抄报，对于小学生来说，那是常有的事情，为端午节
制作手抄报，他们会如何制作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端午节小学生手抄报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端午节小学生手抄报的图片1

端午节小学生手抄报的图片2

端午节小学生手抄报的图片3

端午食粽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
“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
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
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
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 时
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
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
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
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
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
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
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
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
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
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
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
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
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
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
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
形形色色，玲珑可爱。

悬艾叶菖蒲：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
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
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
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
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艾，又名家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
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
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
“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
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防病作用的。端午节也是自
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
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
动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端午节上山采药，则是我
国各国个民族共同的习俗。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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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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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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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成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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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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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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
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
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
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
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
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
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

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
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 军队入城灭吴。
”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
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戴香包，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
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用中草药白芷、川芎、芩草、
排草、山奈、甘松、高本行制成)，佩在胸前，香气扑鼻。

陈示靓的《岁时广记》引《岁时杂记》提及一种“端五以赤
白彩造如囊，以彩线贯之，搐使如花形。”以及另一种“蚌
粉铃”：“端五日以蚌粉纳帛中，缀之以绵，若数珠。令小



儿带之以吸汗也”。这些随身携带的袋囊，内容物几经变化，
从吸汗的蚌粉、驱邪的灵符、铜钱，辟虫的雄黄粉，发展成
装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趋精致，成为端午节特有的民间
艺品。

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
菊花、桃子、苹果、荷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
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妻恩爱，家庭
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竿、
斗鸡赶兔等。

青年人戴香包最讲究，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那多情的姑娘
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包，赶在节前送给自己的
情郎。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包，自然要引起周围男女
的评论，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端午节手抄报全校第一名篇五

这里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公元前340年，爱国诗人、楚国大夫
屈原，面临亡国之痛，于五月五日，悲愤地怀抱大石投汩罗
江，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的躯体，人们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
江中。以后，为了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每到这一天，
人们便用竹筒装米，投江祭奠，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粽
子——“筒粽”的由来。

为什么后来又用艾叶或苇叶、荷叶包粽子呢？《初学记》中
有这样的记载：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晚间梦见一人，自称
是三闾大夫（屈原的官名），对他说：“你们祭祀的东西，
都被江中的蛟龙偷去了，以后可用艾叶包住，将五色丝线捆
好，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于是，人们便以“菰叶裹黍”，
做成“角黍”，世代相传，并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的端午节食
品。



清代皇帝，端午节在宫中吃了九子粽后，龙颜大喜，赞不绝
口，欣然赋诗一首：“四时花竟巧，九子粽争新。”

九子粽是粽子的一种，即为九只粽子连成一串，有大有小，
大的在上，小的在下，形状各异，非常好看，并且用九种颜
色的丝线扎成，五彩缤纷。九子粽大多是作为馈赠亲友的礼
物，如母亲送给出嫁的女儿、婆婆送给新婚儿媳的礼物等。
因为“粽子”谐音“中子”，民间有吃了“粽子”能 得儿子
的说法。

清代诗人吴曼云也写有一首赞美九子粽的诗：“裹就连筒米
宿春，九子彩缕扎重重，青菰褪尽云肤白，笑说厨娘藕复松。
”

粽子不仅形状很多，品种各异，而且各地的风味也各不相同，
主要有甜、咸两种。甜味有白水粽、赤豆粽、蚕豆粽、枣子
粽、玫瑰粽、瓜仁粽、豆沙猪油粽、枣泥猪油粽等。咸味有
猪肉粽、火腿粽、香肠粽、虾仁粽、肉丁粽等，但以猪肉粽
较多。另外还有南国风味的什锦粽、豆蓉粽、冬菇粽等，还
有一头甜一头咸、一粽两味的“双拼粽”。这些粽子均以佐
粽的不同味道，使得粽子家族异彩纷呈。

由于饮食文化的传播，早在古代时，我国制作粽子的技术就
传到了国外，因而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有吃粽子的习俗。

秘鲁人是在圣诞节吃粽子的，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欢庆
圣诞节，一边吃粽子，甚至连一些已经出嫁的女儿，在这天
也要赶回娘家，再来尝尝母亲亲手制作的粽子。

缅甸人也爱吃粽子。在端午节，他们用糯米作主料，用熟香
蕉和椰蓉作馅，这种粽子香气诱人，软软的，甜甜的，别有
风味。

日本的端午节是在阳历的五月五日，他们包粽子的主料是米



粉，其形状酷似钟形。

马来西亚人包的粽子，形状很像我国广东的粽子，其特点是
个头较大，除鲜肉粽、火腿粽外，还有豆沙粽和椰蓉粽，食
之非常可口。

菲律宾的粽子是长条形的，风味与我国浙东的粽子相同。粽
子还是菲律宾人过圣诞节必不可少的食品。

市民对于农历闰五月的期待大都是由于牵扯到“端午节”放
假。不过，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已经公布的“端午节 ”放假规
定，放假时间为6月10日至12日，共3天。

从放假角度来说，“端午节”实际上只能过一次。

至于这个“多出来”的农历五月，北京民俗博物馆民俗专家
尚鸿介绍说，闰五月并不代表就有两个“端午节 ”，因为按
照民俗的相关规定，任何一个节日必须具备三个要素：固定
名称、固定习俗和固定日期，今年就涉及到固定日期的问题。
“端午节”应当是阴历第一个五月的“午日”，所以今年只
有5月28日才称得上是“端午节”。

不过尚鸿认为，由于商家促销的考虑和北京外来人口众多、
各地习俗不同，闰五月粽子依然在货架上销售的现象是极有
可能发生的。“端午和夏至关系密切，有的地方夏至也吃粽
子。广东一带吃热粽子，而北京讲究‘热包粽子趁凉吃’，
所以过去叫卖吆喝的'都是‘江米的、小枣的、凉凉的大粽
子’。现在生活方便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粽子。”但对于
岁时感强烈的“老北京”来说，只有在“端午节”当日才会
感到浓重的节日气氛。

记者咨询了京城几家超市和粽子销售网店，对方均表示，闰
五月是否还会销售粽子尚未确定，但继续上架销售的可能性
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