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汇
总8篇)

保护动植物多样性，是我们维护生态平衡的必备条件，我们
应该重视这一环保问题。环保总结应该反思过去的工作，分
析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思路，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生活中
的点滴环保行动，都可以通过环保范文得到更好的呼吁和关
注。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一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敬队礼)!我是三(1)班的张静媛，今天是16周一，我
代表我们班在国旗下讲话，我演讲的题目是：《爱护我们的
眼睛》。

1996年，卫生部、教育部等12个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规定每
年的 6月6日为“全国爱眼日”。20xx年6月6日是第20个“全国
爱眼日”。

一、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保持正确的坐姿看书和写字,要做
到三个一:眼离书本一尺,手离笔尖一寸,胸离桌子一拳;要在
足够的光线下学习;不要长时间看书;写字看书应每隔45分钟
休息一会，望一望远处，使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每天一定
要坚持做好眼保健操。

二、注意加强营养，多吃一些有益于我们眼睛的食物，如：
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瘦肉、蛋类、豆类等;含有维生素a的鱼肝
油、奶类;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水果对眼睛也有益处，如胡萝
卜、菜椒、橘子、梨子等。因此，我们要注意合理搭配，多
吃一些有益于我们眼睛的食物。缺少了它们，眼睛就会暗淡
无光，视力下降。



三、我们还要注意用眼的卫生，不要用不干净的手或毛巾擦
揉眼睛，不要长时间的观看电视节目、操作电脑和玩手机。
每周定时剪短指甲。每学期定期对眼睛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治疗眼睛疾病。

四、课间的时候，同学们不要手里拿着文具打闹，比如拿着
笔说笑，用尺子追打。平时也不能拿着棍子等尖锐的东西打
闹，这样很容易伤到眼睛，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护好眼睛，保护视力，预防近视，让自
己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敬队礼)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二

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早上好!我是六(1)班的王~~。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学雷锋从身边小事做起》。

3月5日是学雷锋日，我们是否能把每天都当做学雷锋日呢?让
大家发现原来“雷锋”就在自己的身边，“雷锋”就在我们
的学校。

我们可以试着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第一、学习雷锋的奉献精神。在班级中，要从我做起，从小
事做起，积极主动地干好份内工作。在班级事务中，不计较
个人得失，有一份热就应该发一份光。

第二、学习雷锋的助人为乐精神。在学习和生活中，对待身
边的同学，要有爱心，热心帮助身边有困难的同学。向他们
伸出援助之手，争当爱心小使者。



第三、学习雷锋的集体主义精神。要自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严格遵守《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在学
校里，要自觉爱护公共财物，不在课桌椅、走廊等涂抹刻画。
要养成讲卫生的好习惯，自觉做到不乱扔果皮纸屑，见到纸
屑赃物需弯腰捡起，不带零花钱，不买零食。

第四、学习雷锋的钉子精神。在日常学习中，要积极钻研科
学文化知识，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动脑，踊跃发言，主动及
时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作业字迹端正，符合规范，遇到
疑难问题能向老师请教，争当勤奋好学、勇于创新的好学生。

雷锋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雷锋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要时刻牢记雷锋精神，学习雷锋要从我做起，从身边小
事做起!

谢谢大家!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三

敬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讲话的主题就是——

了解西方传统节日做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大家知道吗?还有两天便是西方国家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
圣诞节。说到圣诞节，同学们心中一定会出现一位慈爱的老
爷爷形象——他身穿红大衣，头戴小红帽，满脸白胡子，他
是谁呀?对了，他就是圣诞老人。他不辞辛劳扛来了装满礼物
的圣诞树，拉近了中西方小朋友之间的距离;他不远万里，带
来了红、绿、白三色的圣诞色，同时也传递了西方人的问候
与祝福;他乘着雪橇，带来了丰盛的火鸡盛宴，带给了我们家
人团聚、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他带来了美妙的《平安夜》、
《铃儿响叮当》，同时也带给我们快乐与祥和。这就是圣诞



节，这是西方国家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它可以和我国的春
节相提并论。在圣诞节这段日子里，祝福、祥和、快乐和平
安在空气中流淌，流淌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当然，也流淌进
了有着五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

同学们，让我们学好英语，学好我们的中国文化，做中国文
化的传播者，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的节日也成为了世界
人民所共同拥有的珍贵文化遗产。最后在这里提前给大家送
上圣诞祝福merrychristmas!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关注传统节日，传承端午文化。

“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终人散空愁暮，招屈
亭前水车注。”刘禹锡这首《竞渡曲》记叙的是沅江一次赛
龙舟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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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是民
族智慧的结晶和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春节、端午、
中秋节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彰显着全民族的文化认同
感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分布如此广泛，却能保持强烈的民族
认同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节日民俗的存在。因此，在端午
节到来之际,我们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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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却不再向从前那样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
文化，面对这种现状，我们不得不感到担心，我们中华民族
的许多优秀文化传统确实在慢慢的淡出我们的记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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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端午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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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华民族民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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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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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国家正在努力。现在，国家每年都会在传统节日的时候
放假，目的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统的魅力，在秭归，政
府每年组织龙舟大赛，让人们身体力行投入到纪念屈原的活
动中去，在民间，人们会插艾蒿，包粽子，吃鸭蛋，喝雄黄
酒来纪念屈原，我们都坚信用这种最古老的方式一定可以倾
听千年前的喟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很多，比如向家中的长
辈学习包粽子，在社区开展端午文化宣传等等。

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就像一条历史的长河，我们不能让
它断流；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应在我们的手中发
扬光大。



同学们，在这端午佳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在内心最深处发誓：
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我们一起关注传统节日，
共同传承端午文化吧！

在国外有很多节日渐渐地在中国流行起来，如：圣诞节，大
家玩着飞雪互相送些礼物，万圣节，小朋友带着假面具挨家
挨户敲着门伸着手大叫,不给糖果就捣蛋，而我们国家也始终
坚持着传统的节日如--------端午节。

端午节在古时又被称为端阳节，是每年五月之初固定的节日，
每到这个时候，无论是上班的爸爸妈妈，还是在上学的哥哥
姐姐无不脸上带着笑容。而今天的端午节已被列为世界非文
化遗产名录。

说起端午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二，听得最多的仍是
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是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后因楚国不接受他的爱国
主张，跳江自尽，后人为了不让鱼儿虾儿吃屈原的肉身。使
用荷叶和竹叶包裹剩饭等投入江中，他们相信这样不仅使屈
原保持完身，更让江里的龙王保佑自家。而后这样的风俗也
言传至今，投江之食也成为了我们口中说的粽子。

除了食粽子以外，许多地方还兴起喝雄黄酒，划龙舟等节目，
如今的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纪念屈原的节日，更是我国最为
代表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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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建寅，二
月为卯，顺次至五月为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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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等。从史籍上看，“端午”二字最早见于晋人周处
《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端午节是我国汉族
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



子，赛龙舟，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据
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解放后曾把端
午节定名为“诗人节”，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
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则据说是为了压邪。尽管端午节
年年过，但是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却不甚清楚，归纳起来，
大致有以下诸说。

一，纪念屈原说。此说最早出自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
和北周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据说，屈原于五月初五
自投汨罗江，死后为蛟龙所困，世人哀之，每于此日投五色
丝粽子于水中，以驱蚊龙。又传，屈原投汨罗江后，当地百
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千直行至洞庭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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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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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迎涛神说。此说出自东汉《曹娥碑》。春秋时吴国忠臣
伍子胥含冤而死之后，化为涛神，世人哀而祭之，故有端午
节。

三，龙的节日说。这种说法来自闻一多的《端午考》、和
《端午的历史教育》。他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
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其主要理由是；(一)
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
投入水里常被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二)竞渡与
古代吴越地方的关系尤深，况且吴越百姓还有断发纹身“以
像龙子”的习俗。(三)古代五月初五日有用“五彩丝系臂”
的民间风俗，这应当是“像龙子”的纹身习俗的遗迹。

四，恶日说。在先秦时代，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



恶日。《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
欲、斋戒。《夏小正》中记：“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
《大戴礼》中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以浴驱邪认为重
五是死亡之日的传说也很多。《史记・孟尝君列传》记历史
上有名的孟尝君，在五月五日出生。其父要其母不要生下他，
认为“五月子者，长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风俗通》
佚文，“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论衡》
的作者王充也记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
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其祖
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寄
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可
见从先秦以后，此日均为不吉之日。这样，在此日插菖蒲、
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以避疫，就是顺理成
章的事。

五，夏至说。持这一看法的刘德谦在《“端午”始源又一说》
和《中国传统节日趣谈》中，提出三个主要理由：(一)权威
性的岁时著作《荆楚岁时记》并未提到五月初五日要吃粽子
的节日风俗，却把吃粽子写在夏至节中。至于竟渡，隋代杜
台卿所作的《玉烛宝典》把它划人夏至日的娱乐活动，可见
不一定就是为了打捞投江的伟大诗人屈原。(二)端午节风俗
中的一些内容，如“踏百草”、“斗百草”、“采杂药”等，
实际上与屈原无关。(三)岁时风物华纪丽》对端午节的第一
个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即端午节正是夏季之中，故
端午节又可称为天中节。由此午节的最早起源当系夏至。兑
纷出，而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由于屈原的人格艺超
群，人们也愿意把这一纪念日归之于他。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五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的升旗仪式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本周我们即将告别，迎
来崭新的。今天的国旗下讲话也是今年的最后一次，而今天
又恰逢是西方的一个重要节日，很多商店和娱乐场所都以此
为由头摆出很多噱头，其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而
至于过节的真正意义，其实很少人会去关注。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节日，而这些节日的背后，都有
其特殊的意义。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需要继承和发
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一次传统节日的放假，我想我们
更多的是沉浸在放假的喜悦中，而忽视了放假的真正意义，
所以今天我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让我们在自己的节日中传
承自己的文化。

同学们，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民族的个性，随之也产生
了不同民族不同的节日。世界的新年元旦将至，而我们也很
快迎来自己的的除夕和春节，除夕和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
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过春节时都要
回家欢聚，所以除夕也叫团圆夜，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
起熬夜守岁，欢聚一堂，共享节日带给我们的快乐。在正月
里，亲朋好友间相互传递着吉祥的信息，家人们互敬互爱团
聚在一起，享受着亲情给我们精神上带来的安慰与满足，一
家大小共叙天伦，这是何等的幸福，而作为年轻一辈，此时
此刻也应该向长辈表达感激之情。亲人们的团聚，更多表达
的是人们对家庭的依赖，对家庭成员的关爱，以及对来年美
好生活的向往。所以，我们的春节，传承着我们对家的依恋，
对团圆的向往。同样表达对团圆向往的节日还有中秋节，农
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因为正值一年秋季的中
期，所以被称为中秋，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
统节日。八月十五的月亮是所有月份中最圆最明的，此夜，
很多分别之人会仰望天空，期盼着与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
游子，也借此寄托明月表达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
中秋也称为“团圆节”。在中秋节到来前，人们互送月饼，
取团团圆圆之意。中秋节象征着团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将
中秋节作为法定的节日放假一天，也表明了国家对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弘扬。

除了春节和中秋，我们的传统节日还有端午节、重阳节、清
明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有他们特定的象征意义。比如端午
节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重阳节是为了倡导全社会
树立尊老、敬老的风气，清明节是为了让我们缅怀先人，通
过扫墓和祭祖来表达我们对已故先人的思念之情。同学们，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其特殊的内涵，存留着我们华夏名族的
文化记忆，每一次过节应该是我们在精神上的一种洗礼，就
让我们在过节中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愿这些优良传统能刻
在我们的骨子里，流在我们的血液里。最后，祝愿我们同学
在新的一年里学业有成，也祝愿我们老师家庭幸福、身体健
康。谢谢大家。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六

同学们：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作为全球唯一保留至今从不曾间断的
古文明国家，其中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
比肩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的传统节日。

两天后，我们就将迎来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同学们能大声
的告诉我是什么节日吗？

同学们知道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吗？在我们国家的边上，就
有一个神奇的国家——韩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
国家开始随意剽窃我国的文化及历史，他们号称“屈原是韩
国人”、“李白是韩国人”、甚至连“孔子都是韩国
人”，“端午节”、“印刷术”、“中医”等也统统都是韩
国人发明的就差号称宇宙是韩国人思密达的了！

说到这些，相信同学们都觉得很好笑，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韩国人要想方设法的来剽窃我国的文化并积极申遗呢？



因为韩国人知道，世事变迁，世上不会有永远的强国、也没
有永远的弱国。但是，历史文化，却一定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逐渐沉淀的！对一个国家而言，能给子孙后代留下的，除
了自然资源，就是深厚的历史底蕴。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国
家，它必定能屹立在世界之巅！1840年开始到二战日本战败
为止，外国列强在中国强取豪夺上百年，把中国掠夺成一个
千疮百孔贫穷无比的国家！但是，不管他们怎么抢，我们最
大的财富——历史文化，我们的精神食粮，却没办法抢走！
正是靠着丰富的历史底蕴，短短几十年之后，我们又重新站
起来，重新回到了世界瞩目的位置上。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重视我们的`传统节日，任由韩国等国
家随意剽窃，也许几十上百年后，在我们国家延绵几千年的
文化，就真的变成人家的了！我认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
这种无形的损失一定比外国列强在中国掠夺上百年来的大！

所以，我号召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端午节，能和父母一起过一
个有意义的端午节，去多了解端午节的历史，多宣传端午节
的习俗、多参与端午节的活动。各班也可以利用十分钟队会
一起来介绍端午节、或进行一些传统节日宣传小报的评比！

谢谢！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七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欢天喜地过大年》

吉羊奔腾辞旧岁，金猴献瑞迎新春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在
这开学的第一天，我祝敬爱的老师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祝亲爱的同学们学习进步，快乐成长。

人们喜贴春联，敲锣打鼓，张灯结彩，辞旧迎新的活动热闹
非凡。在这一天，所有的都成为过去，所有的不开心，不如
意，都被轻描淡写，有的是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有的是新的



一年的`美好希望与祝福。笑意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每一张笑
脸都是那么纯真，那么感人。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祥和，繁
花喜庆的节日气氛。

晚上，全家人团团圆圆地相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男女老少欢
聚一堂，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共享新春之乐。当晚，烟花怒放，
五光十色，美丽极了！等到半夜零时，爆竹齐鸣，欢庆新年
的到来，那是多么激动人心呀！我想此时此刻，全国各族人
民一定都在欢庆新年的到来吧。

古人曾曰："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希望同学
们在20xx年的新春，向着新的目标前进，开创我的美好未来！

国旗下讲话传统节日端午节篇八

一个国家的传统节日富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
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主要形式。传
统节日是带给我们儿时最欢乐的记忆，是陪伴我们人生岁月
的纪念日，是和家人、国人共欢乐的盛大聚会，是凝聚全民
族向心力的纽带，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意义深远。倘若一个民
族没有了自己的节日，就不能称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

然而当今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很多人
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却
受到了西方节日的重大影响，他们几乎不知道如清明节、端
午节、中秋节、重阳节这些中国传统节日的深层意蕴，对西
方节日却如数家珍，趋之若鹜。形成这种现状，与西方国家
文化渗透的力量有关，也与青少年学生缺乏足够判断的盲目
接受有关;既有商家唯利是图的商业利诱，也有大众传媒毫无
头脑的推波助澜。这股盲潮的涌流泛滥，已经对中华民族的
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这种冲击，
我们不能漠然视之，但也并非畏之如虎，我们深知：只有海
纳百川，才能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我们既不是全盘否定，也
不能照单全收，需要的是运用历史地、辩证的眼光和态度，



去批判的吸收。

我们既不能崇洋媚外，也不是固步自封，需要的是运用正确
的思维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更不能不加选择不
加节制去崇尚西方节日，带着媚俗丑态去奉迎西方节日，甚
至在盲目崇拜中迷失自我。再过两天，就是农历五月初五，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民间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
白糖，赛龙舟，喜洋洋。”

端午节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多年历史。那么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呢?

第一，端午节是纪念诗人的节日，是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
诗人屈原见国破人亡，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屈原沉江后，古
人将竹筒装米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呐喊鼓乐吓退蛟龙，以
此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后来演变成为吃粽子、赛龙舟
的习俗。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端午节
的人文内涵已密不可分。端午节成为中国人传递爱国主义情
感和精神的重要仪式。

第二，端午节是卫生节。端午前后正是春夏交替之时，天气
炎热，多雨潮湿，蚊虫滋生，病虫害渐多，是传染病的高发
时期。为了避免疾病的发生，古人在端午节前后插艾叶、悬
菖蒲用以驱蚊蝇、虫子，净化空气。端午这一天，成年人还
要喝黄酒和菖蒲酒驱蛇虫，小孩子要佩戴藏有朱砂、香草的
香囊预防疾病。这些习俗表达的是古人驱瘟避邪、祈福健康
平安的愿望。这样来看，端午节是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
节”。

第三，端午节是体育节，因为人们在这天要在水上赛龙舟。

龙舟竞渡是一项很有气势、极具合作精神的竞技活动。端午
竞渡能对群众性的水上运动、强身健体、民众团结起到很好



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唐代诗人刘禹锡曾经赋诗一首记叙了沅
江的一次赛龙舟活动。“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车注。”现在龙舟竞渡逐渐演
变成一项国际体育赛事，起到友谊纽带的作用。

第四点，端午节是美食节，因为我们要吃可口粽子。粽子被
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人们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
色品种更为繁多。形状看有四角形、锥形、菱形、有用竹筒
装米密封烤熟的“筒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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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粽叶飘香粽子可口。同学们，中
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存在着人类独特的文
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心。
今天的国旗下讲话，我们了解了端午文化，也希望我们能作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积极学习和保护
我们的传统节日和传统文化，让古老的华夏文明焕发新的风
采!

最后，中考将至，已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长风破浪会有
时”我在这里祝同学们在这次考试中，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
的才能，顺利地考入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学校。谢谢。

传统节日国旗下演讲稿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