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节日演讲 我们的传统节日小
学演讲稿(汇总8篇)

加油稿可以激励人们挖掘潜力，超越自我，实现更大的目标
和梦想。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典导游词范文，供大家
参考和学习。

传统节日演讲篇一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幽幽端午情》。

同学们，五月五日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产生于战国
时期，经过很多朝代，一直源远流长，至今有多年的历史，
它被世人蒙上了一层纱，今天让我们一起去揭开那神秘的面
纱吧。

让我们穿越时空去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感人故事吧。据《史
记》记载，屈原是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
兵，主张联齐抗秦，因此遭到贵族的强烈反对而被去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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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78年，秦军
攻破楚国的都城，他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
在五月五日，他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汩罗江
而死。屈原死后，楚国人民衰痛异常，就在江面划龙舟驱散
江中之鱼，并且以芦叶包馅料投入江中，以免鱼吃掉屈原的
身体。后来人们为纪念屈原这位英雄，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
节。

端午节怎能忘记吃粽子呢?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
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每年五月，中国百姓家家户户都要浸
糯米、洗粽叶、包粽子。粽子的馅料种类繁多，北方常用的



是小枣;南方则有豆沙、水果、鲜肉、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
以浙江嘉兴粽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一
直盛行，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各国。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
龙舟下水喜洋洋”这句俗语表现了端午节热闹欢快的情景。
当今的端午节不单是纪念屈原，而且也在展现人们和谐幸福
的生活。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

传统节日演讲篇二

女生们先生们：

我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做外一个访问学者他怀着一个伟大的
梦想去了美国，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受惠于中国传统医学。但
在那期间，他遇到了些中国同胞，他们不但主张废除中医，
还说我父亲缺少国际公民的素质。

为国际公民！换句话说，国际公民从家里做起！要成为国际
公民，我们在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是有了民族身
份，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要做些什么，向哪个方向前
进;正是有了民族身份，我们才能被世界铭记与尊重。比如说
孔子，他可是什么外语都不会说，但凭着对人类智慧做出的
巨大贡献，他成了一个无人不知的中国人；成龙，作为一个
中国的文化大使，之所以被广受欢迎，不是因为他穿牛仔，
喝可口可乐，而是他的中国功夫，和他那低调的微笑！

所以，大家看，民族身份其实正是使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
不意味，也不应意味着民族身份的丧失。要在世界做好一个
国际公民，先得在中国做好一个中国人！

女士们先生们，全球化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时代潮流，竟然我



们没有其他选择，为什么不主动拥抱它呢？带着我们的`民族
身份去拥抱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公
民！

谢谢！

传统节日演讲篇三

同学们：大家好!

端午节，现在的已经作为我国法定假期了，这充分证明我们
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重视度增强了许多。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
问。

当我们还沉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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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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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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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文
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
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
日本或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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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
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
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
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
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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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传统节日演讲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纪念传统节日，传承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
多故事。屈原的国家楚国被入侵，屈原跳进河里死了。屈原
死后，楚国人民划着龙舟，把粽子和鸡蛋扔进河里，不让鱼
吃屈原的身体。

端午节吃粽子是一种传统习俗。粽子皮是由叶子做成的，里
面有很多种馅料。吃粽子的习俗已经广为流传。

同学们，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吃过哪些粽子馅?你做过
粽子吗?知道粽子怎么包吗?是的，最常见的是用糯米或枣子
来做粽子。我记得，在幼儿园，端午节前举行过一次一包粽
子，当时我和奶奶都参加了。每逢端午节，社区还会组织各
民族居民一起包粽子。

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习俗。每年电视上都有龙舟比赛。

我从我母亲那里听说在她的家乡有很多活动来纪念端午节。
例如，清晨用艾叶、艾草、冬瓜插在门上洗手洗脸，用草药
做一些香包，给小孩子戴五彩线，煮鸡蛋，包粽子等。喜气
洋洋的。总之，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民间节
日。

在端午节之前是中国的儿童节日，每年人们将五颜六色的线
团五彩球，在每年的五月初五的后一个雨天，人们会把球扔
球到下雨的地方，传说每年将人带来好运。

我国历来重视传统节日。近年来，端午节作为法定节日，全
国人民庆祝的传统节日。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有很多人忽视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喜欢外国的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愚人节，万圣节，这是不
能提倡的，我们是中国人，每个传统节日的背后都有着深厚
的传统文化，每过一次传统节日，身心都受到洗礼，我们应
该自豪自己是中国人!

同学们，屈原的故事离我们很久远，但他的爱国情怀却离我
们很近。热爱伟大的祖国，建设美丽的家园，我们需要每一
代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我们是祖国的未来，要努力学习，
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传统节日演讲篇五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它是中
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此外，
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
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
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
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
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
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
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
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
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
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
体育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
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
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
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
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



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
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
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
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
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

端午节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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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禁忌有什么



一、躲午习俗

农历五月五端午节,民间认为这一天不吉利,有“躲午”的习
俗。周岁以内的婴儿要送到外婆家去躲藏,家家都在门旁插艾
蒿以驱避邪秽,小孩身上要佩戴棉布缝制的狗、小人等,这些
东西要小心保护,忌讳丢失,否则年内将有灾难。躲过端午之
后,要将所佩戴的东西扔到水里,以祛除灾祸。

二、阳刃之日，毒气攻身。

此日为五月初五，从农历气象上看，正是夏至左右，故也是
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日子;也是实际上的羊刃日，这个农历的
五月，阳刃为凶，本来就是所谓的“毒月”，共有“九毒
日”，而端午又是“九毒”之首，故称为“毒日”。而从五
行上看，任何一种五行过旺或过衰，都会形成邪气，都会对
自然气候或人身健康，构成威胁与伤害;何况这个时节，也是
毒虫坏虫肆虐猖獗的时候;故这一天需要在房门上，插艾、插
桃技、插菖莆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或在儿童身
上洒雄黄酒，以驱虫避邪，保障健康。

三、祭祀之日，阴气伤身。

端午节的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就是祭祀先人。不但祭
祀投江自尽的诗人屈原，有的地方还祭祀忠臣伍子婿，祭祀
孝女曹娥等，这天要包很多粽子，然后把粽子投入江中，就
象给死人上坟一样，而剩下的则自己享用，所以粽子实际上
也是一种祭祀供品。而祭祀时难免产生悲伤，故此日也象清
明节一样，人为制造出很强的阴气，而这些阴气，与阳气一
样，也会伤害心理与身体比较弱质的人;如抑郁寡欢，心情不
好，身体痛苦等等。故端午节这天，是诸事不宜的，更不适
合上任、搬家、动工、开业、结婚、庆典等喜庆活动;也不适
合参加娱乐活动等，而归宁父母，与家人团聚才是正确的选
择。



传统节日演讲篇六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题目是《缅怀屈原，爱我中华，建设家
乡》又是一个五月五，又是一个粽子飘香的日子。插艾草，
包粽子，喝雄黄酒，吃鸭蛋，赛龙舟，悬钟馗像，游百病，
佩香囊......。这些，是曾经端午节最热闹的活动。然而，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节奏的加快，中国人不再眷顾流传几
千年的传统文化，反而把目光投向“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
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不免会感到悲哀。端午节”这是中
国的传统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她，文化内涵丰富，她，留存着华夏儿女独特的回忆。

古往今来，秋风依旧，汨罗江水泠泠，屈原先生走了，留给
了我们水远的五月五日。屈原先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颗
坚定的爱国之心。屈原先生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的精神。

现在，我们祖国的经济发展了，祖国的文化进步了。生活节
奏加快了。我们就可以忘记我们的传统节日，忽略我们的传
统文化了吗？不，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不能忽略。热爱祖国，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精神必须永远陪伴着我们，陪伴着我
们民族的发展。

如今，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就业增加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了，我们更不能忘记我们的传统节日，忽略我们的民族文化。
作为华夏儿女，我们要爱我中华。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要爱
我家乡！

今天，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华夏文明，经典传统文
化需要我们共同传承。今天，我们是xx小学的孩子，明



天，xxx的建设需要我们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雅言可以传
承文明，经典可以浸润人生。中国的传统节日就是一种经典
的文化，让我们的一生都浸润在经典的传统文化里，把我们
的民族文化和“坚定信念，艰苦创业，求实进取，无私奉
献”的xxx精神结合起来，为xxx的建设添砖加瓦。

传统节日演讲篇七

两千多年过去了，诗人屈原的形象仍然在人们的心中，到农
历五月初五，人们都会来纪念屈原。今天小编主要给大家分
享小学生传统节日端午节演讲稿，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是5月25号。再过几天，就是五月初五端午节了。端午节
让我们想起爱国诗人屈原。屈原看到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
所，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悲愤之下，他投汩罗江而去。
这一天是农历五月初五。后来，每到这一天，人们就在江河
上赛龙舟，怀念屈原。

在屈原的绝世名著《离骚》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爱国情
怀是那样的深、那样的广。他爱那美丽的山峦，奔腾不息的
河流，炽热的土地和淳朴的百姓，他的爱国不仅仅是忠于国
家、忠于朝廷，更是终于他自己，忠于他心中那片他深爱的
土地。这所有的一切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
精神支柱。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纪念屈原，“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
下水喜洋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可
是这古老的传说和传统文化已经难以引起21世纪的现代人重
视，甚至一到传统节日，我们的庆祝方式似乎总都只剩下了



假期、旅行和美食。

记得有一则新闻让中国人震惊了!据报道，韩国准备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
入“国家遗产”名录，很快将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产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端午节，如果
成了人家的“文化遗产”，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中国人过了
几千年的端午节成了人家的“文化遗产”，这还了得?一
场“保卫端午节”的论战在民间悄悄发起。有人说：“我们
要以实际行动来坚决捍卫这一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遗产!”有人说：“我对端午节一直情有独钟，每年这天都要
吃棕子看赛龙舟。如果端午节真被别国抢去了，我会觉得特
别别扭。”后来经过查证，韩国申报的是他们本国的传统节日
“端午祭”，并不是想抢我们的传统节日。不过，韩国的申
报，可以说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一个国家对本土文化态度的
转变有多么可贵。因此，这也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去保卫
祖宗的“遗产”，去体悟它们的弥足珍贵。

同学们，端午之争让我们对传统历史文化资源有了一种忧患
意识，并且引发了一些相应的行动。怎样才能让民族文化资
源融入我们的生活，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呢?要有文化内在的
驱动力。内在的驱动力从哪里来?教化。提高国民教育，加强
个人的修行。整体的国民教育得到提升，国民就会对本民族
的文化资源有一种广泛的认同。个人的修身齐家到一定层次，
民族文化的种子就会在心灵生根发芽。能在个人的心灵生根
发芽的文化资源，就会鲜活而永恒。

屈原并没有因为别国的强大而抛弃自己的故土。也未因自己
人生的失意而投奔别国。而我们，作为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才，
更不能忘记我们血脉相承的根本!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着丰厚的文化内涵，留存着华夏民族独
特的文化记忆。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和珍爱之情



来看待中华的每一个传统佳节吧!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弘扬传统节日端午节”。

端午节就要到了，你知道端午节的起源吗?让我来告诉你!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
午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

但是今天的端午节更多的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传说赛
龙舟是为了拯救投河汨罗江的爱国诗人屈原。

把粽子投入江，是为了不让鱼饺虾蟹吃屈原的遗骨。在这里，
我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屈原的故事。

相传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
国为雄。当时，屈原是楚国的左徒官，他劝楚怀王要仁治，
不要听小人的谗言，但怀王不但不听，而且还要听谗言除掉
屈原。

屈原写了不朽的诗篇《离骚》和《天问》。公元前278年,屈
原的精神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面对国破家亡，看着百
姓民不聊生，自己却无能为力，于是在极度失望和痛苦中，
抱石投入长江东边的汨罗江。

楚国百姓闻讯赶来，纷纷划船，到河里打捞屈原的尸体，并
把粽子放进河里喂鱼喂虾喂螃蟹，让他们不要吃屈原的尸体。

两千多年过去了，但是诗人屈原的形象仍然在人们的心中。



今天，在农历五月初五，人们会划龙舟，吃粽子来纪念这位
伟大的诗人。

当然，各地的习俗不尽相同，但都要吃粽子、插艾叶、佩带
香囊、赛龙舟。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送绿豆糕和吃绿豆糕的
习惯。

端午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不仅因为它能吃粽子和绿豆糕，
而且因为它对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怀念。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

在我们的家乡，首先，家家户户都要先准备一盆水，水里面
泡上艾叶，然后，全家人用这盆水洗澡或洗脸。据说这样可
以洗去晦气，还有辟邪的作用。所以大家用这水洗过后，心
里总是有种安全感，预示着以后的日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之后，妈妈又用艾叶和鸡蛋一起煮，煮熟后的鸡蛋会变成淡
青色，闻闻，淡淡的清香，令人精神抖擞;尝尝，营养又美味。

最后，当然是和亲朋好友一起去看刺激的赛龙舟啦!哇!人真
多呀!里三层外三层。红色的信号弹一下子飞上了天。十几条
颜色各异、栩栩如生的龙舟一起冲锋陷阵，你追我赶。龙舟
健儿们高喊着整齐的口号，大家的心情也被他们感染了，都
在为他们打气。我也情不自禁地大声喝彩着。比赛持续了很
久，终于有一支龙舟一马当先，得到了第一名!大家掌声雷动。

这就是我最喜爱的家乡的端午节!真希望下个端午节快点到来。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我的家乡在苍南龙港，这里的节日众多，我却最喜欢端午节。

盼呀盼呀!我最喜欢的端午节到了。家家户户，门窗上挂上菖
蒲艾草，散发着淡淡的药草香。

清晨，河岸边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有许多大人在赛龙舟呢!
我赶快跑向人群里，弯下身子往里挤。呀!一条条龙舟做得可
真传神威武，龙嘴里都有一颗龙珠，金光闪闪。啊!要开始了，
龙舟上的健儿们身穿彩衣，臂扎彩巾，紧握船桨飞也似地冲
向终点。阳光下仿佛几条巨龙在河面上飞奔。我们的喝彩声
震耳欲聋，连喉咙都喊哑了。

咕噜，咕噜……我的肚子叫得比哨子还响。回家时，奶奶早
已包好粽子等着我了。有肉馅的，有蜜枣馅的，还有豆馅的，
各种各样。我最喜欢的就是豆粽了，还叫奶奶教我包粽子呢。
奶奶把粽子一股脑儿倒进大锅里蒸，一会儿，整个房间充满
了粽香，枣香。

熟了，熟了!终于可以吃粽子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豆粽，
还滚烫的，我不停地换手呵气。奶奶见了，连忙笑着
说：“小馋猴儿，别急，别急!粽子有的是，让你吃个够。”
我一口塞进嘴里，啊，真香呀!

我喜欢端午节。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我们家乡到了端午节那天，既有美味的粽子，又有好玩的习
俗活动，我非常喜欢它。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又等到了它——五月初五端午节。

这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外婆家。一进家门，只见外婆正包
粽子，她一手拿着粽叶，一手拿着甜枣糯米，熟练地操作着，



不一会儿，就做出了好多可爱的粽子。接着，外婆将它们放
进锅里煮。不久，一阵阵白烟冒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粽香，
馋得我口水直流。又过了一阵子，各种样式的粽子出锅了!有
菱形的，有方形的，还有圆柱形的呢。

我一边吃着美味的粽子，一边听着外公娓娓动听讲着动人传
说，让我如痴如醉，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

不知道是谁喊：“赛龙舟比赛开始了!”我们立即把目光转向
电视。所有龙舟的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十分逼真!船身上鳞
光闪闪，像星星一般。船上的健儿们奋力地划着龙舟，一条
条龙舟像箭一样向前冲去，又像巨龙一样在江中飞驰着，场
面十分壮观。河岸上可是锣鼓喧天，掌声雷动。这时，我有
点遗憾，如果来年我们这里能举办一次赛龙舟，那该多好啊!

啊!我难忘充满期待的端午节。

传统节日演讲篇八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国旗下讲话的题目是：端午节文化。

今天是6月x号，农历五月初一。到本周五，农历五月初五是
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关于端
午节起源的传说有很多，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得最广。
历史上的这天人们会通过赛龙舟、包粽子等形式来纪念一颗
不朽的灵魂——屈原。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
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很有才干，在楚国担任



要职。因为他坚决主张抗击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
被楚王赶出了朝廷。屈原悲愤至极，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
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如：《离骚》、《天问》、《九
歌》等影响深远的诗篇。后来，秦国军队攻占了楚国的都城。
楚国失地千里，尸横遍野。屈原心如刀绞，他不愿意看到国
破家亡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在写下了绝笔
《怀沙》之后，抱石投江而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
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百姓们爱戴屈原，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划船打捞屈
原的遗体，但没能找到。他们怕江中的鱼虾会咬食屈原的遗
体，又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用江米喂食鱼虾
来保护屈原的遗体。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都会自发
地来到江边，悼念屈原，还要划着船冲进汹涌的波涛，象征
人们争相打捞屈原遗体，以此来寄托对屈原的哀思。久而久
之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

屈原离世已有两千多年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主要是学习
他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
月争辉”的人格。屈原的精神是不朽的。不管时光如何变迁，
他会永远生活在岁月的长河里，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让我们怀着对伟大爱国之士的敬爱之心和珍爱之情来看待中
华的每一个传统佳节吧!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着丰厚的文化内
涵，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

感谢大家耐心的倾听，在此，请接受我对各位的节日祝福：
端午节快乐!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