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 端午节包粽子的心
得体会(汇总5篇)

通过写培训心得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形成更好的学习方
法和态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的一些培训心得范文，希
望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帮助和启示。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篇一

我记得老师给我们讲过端午节的由来。我说“端午节是为了
纪念屈原”。

传说屈原是出国的一位大臣，他非常爱自己的国家，屈原眼
看到自己的祖国被侵略，而国王又不听他的建议，去抵抗秦
国的侵略，他心如刀割，抱石投汨罗江而死。他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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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咱回家包粽子好吗?我很爽快地说：“好，咱包八宝粽
子吧”。

包粽子的过程：第一，先把、糯米、红豆、葡萄干、花生、
绿豆、豇豆、芸豆、玉米粒泡半个小时。这是把粽叶洗洗，
造好捆粽子的线。



第二步，包粽子时先把两片粽叶叠在一起，握成锥形，然后
放进泡好的粽子馅，再把粽叶对折过来把馅包严用线捆住，
一定要捆紧了。因为煮的时候，米受热会膨胀。

第三步，就是煮了，煮半个小时就好了。

我感觉自己包的粽子比超市卖的还好吃，因为这是我自己的
劳动成果，所以自己感觉好吗。

篇二：端午节包粽子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传统习俗，每年五月初，中
国百姓家家都要泡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北方有北方枣粽，
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吃粽子的习俗
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地区。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端午节是中国汉族
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以爱国诗人屈原而展开，传播各
地，屈原之民人人皆知，大家用粽子悼念烈士。

今天妈妈就要教我包粽子!

终于该我包了，我也像妈妈那样把两片粽叶重叠一部分，再
卷成漏斗状，我也抓了一小把糯米塞进了粽叶里，可因为我
的手松了一下粽叶里的糯米全掉了出来，地上脏兮兮
的，“失败不怕重要的是坚持，再来!”妈妈鼓励我，第二遍
我终于越过了那个坎，第三步就该放东西了我挑了一大块蜜
枣放了进去，然后又放了一把糯米，可我在用白箱包的时候，
包不严好多糯米都洒了出来，妈妈教导我说：“在粽叶里面
放东西不能放得太多，要不然就会潵出来”“殴”我点了点
头，看我再三努力的面上，成功的光芒终于照到了我身上，
我成功包好了一个粽子，虽然看着不怎墨阳，但很好吃。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篇二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汩罗江边仰天长叹一声，
投入了滚滚激流，两千多年后，五月初五成了传统节日——
端午节，大家包粽子、划龙舟、煮鸡蛋，用各种方式来纪念
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

又是一年端午节，我很想体会体会这种气氛，便向奶奶要求，
让她教我怎样包粽子。

包粽子，首先要把箬叶洗干净，在热水中泡软。再准备好枣
子、鸡蛋、肉等做陷，将自己喜欢的陷煮得香喷喷的，就可
以开工了。先把长长的箬叶折叠，围拢来，做成一个窝，中
间放进调配好的糯米和粳米，包出棱角。然后把陷放在米里，
和在一起揉匀，最后把箬叶包着的粽子做成四角的形状。

这包粽子的功夫全在最后一道工序，你的粽子包得好不好，
就看四个角是不是匀称，是不是有型。我开始学的时候，总
是把四个角弄歪了，不是成了六个角，就是揉成一团球了。

奶奶就不止一次看着我的“杰作”发笑：“这，这能叫粽子
吗?你让细线系在什么地方啊?”

包好的粽子放进锅里用猛火煮，大约1小时后，改文火煮30分
钟就可以。

在煮粽子的过程中，我总是急不可耐地要揭盖子察看情况。
因为从锅里飘出那粽子的香气，馋得我直流口水。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的漫长，看到热气腾腾的粽子终于从锅里
“解放”出来的时候，我高兴得手舞足蹈。放在碗里，用筷
子剥开，就可以看到里面金黄松软的“粽肉”了，咬一口，
美味无比，我差点连筷子都要咬下来了。



今年端午节，我学会了包粽子，品尝到自己劳动的果实，那
感觉不是一般的甜。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篇三

今天是端午节，我准备亲身体验一下包粽子。

奶奶在旁边为我指导迷津，她先叫我打米，然后把米洗得洁
白无暇，然后将米放在清澈见底的水中泡涨，等到几个时辰
后将米捞起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正在我望眼欲穿际，
爷爷终于从街上回来了，背篓里装着来一大串竹叶。我兴高
采烈地说：“准备好了，开始包粽子啦!”只见，奶奶将竹叶
卷成了一个三角筒，然后把糯米放进去，接着盖好叶子，用
棉线缠好。一个完整的粽子就包好了。看奶奶不费吹灰之力
就完成了，我也觉着奶奶的样子包了一个，可是三角形不像
三角形，四角也说不上来。逗得奶奶哈哈大笑。

该上锅了，奶奶端着粽子，一个一个地把它们放下去。然后
升起熊熊大火，一会儿就听见粽子在锅里唱起歌来。我忍住
口水在旁边足足等了三个小时，终于听到奶奶揭锅盖的声音。
我以闪电般的速度坐到椅子上，香喷喷的气味迎面扑来。奶
奶还没有把粽子端上桌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抢了一个，狼
吞虎咽地吃起来，边吃还边自言自语地说：“真好吃!”

粽子真好吃，我爱吃粽子，也爱过端午节!

【篇二】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心得体会

为切实贯彻落实“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的通知精神，
承载端午节所蕴含爱国主义的道德内核，增进社区群众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营造庆祝传统节日的良好氛围，xx
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端午节庆祝活动，现将活动情况总结
如下：



1、传承传统技艺共做七彩香囊。

为了在社区内营造欢愉的节日氛围，让社区居民感受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的习俗和意义，今天上午9：00xx社区举行“传承
传统技艺共做七彩香囊”活动。特邀社区的香囊达人、经济
开发区香囊制作一等奖获得者高美宁和社区香囊达人沈金凤、
叶兰荪手把手教大家制作香囊，她们先用硬纸板剪出各种不
同的造型，然后教阿姨们照着硬纸板用布料剪出模型，然后
用针把边缘缝起来，等到只剩下一边没有缝合的时候，往里
面放入珍珠棉和香料，再把最后一条边缝合，最后配上相应
的珠子和中国结，一个香囊就做好了。蝴蝶形的、心形的、
六边形的、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只只栩栩如生的香囊
就做好了。

几位老师还在现场向大家展示了前不久做的新香囊。这些香
囊都是自己设计的，趁着端午佳节，拿来给大家看看，感受
一下传统手艺，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传统手艺爱好者一起交
流学习。

“和包粽子一样，做香囊、戴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之
一，这次活动拉近了社区和居民的距离，也拉近了我们邻里
间的距离，第一次亲手做香囊，感觉非常开心。”社区居民
张宓阿姨说。

2、“粽子传爱心”包粽子比赛。

6月17日上午9时，xx社区在会议上举行“粽子传爱心”包粽子
比赛。参加比赛的居民多为社区的阿姨，一声“开始”令后，
比赛拉开了序幕。参加裹粽子比赛的选手们立即拿起粽叶，
卷成圆锥形后填入糯米，放入肉馅，封好口后，熟练地绑上
红绳……看得出来，她们一个个都是裹粽子的“高手”。在
活动现场，参赛选手你追我赶，粽叶、糯米在选手的手中上
下舞动，现场还有很多居民为她们鼓劲加油，26位居民大显
身手，提前过了一个有趣的“端午节”。社区还请来了裹粽



达人徐惠林做评委，评委从粽子的形状、大小等几方面进行
评比，最后方丽虹阿姨以飞、5分钟16只粽子的成绩，赢得了
冠军。

3、“爱心粽子”送孤老。

社区志愿者把比赛所包的粽子都将送给社区的困难户和空巢
老人。并将志愿者做的香囊一并送给困难户和空巢老人，也
将一片浓浓的爱心送给他们，祝他们过一个愉快的端午。

4、开展志愿者活动营造舒适整洁的节日环境。

6月12日下午，社区党支部积极组织社区居民和嘉职院的大学
生志愿者开展社区环境卫生专项整治活动，营造舒适、整洁、
和谐的节日环境。志愿者们分成两组，一组捡白色垃圾，另
外一组清除小广告和乱涂写，志愿者们用他们的辛苦换来了
整洁优美的环境。

【篇三】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心得体会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为引导学生进一步了
解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美德，我校政教处组织开展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争做美丽学生”活动，以端午节的文化内涵为核心，开展了
各项活动。通过各种活动的展开，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传
统文化，增强学生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1、为了更好的完成活动任务，收到良好的活动能够效果，我
校高度重视，精心策划，首先进行宣传，为活动的开展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2、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我们通过班
会的形式，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及其意义。



3、我们开展了以“我们的节日端午节”为主题的端午节手抄
报创编活动。同学们通过阅读书籍和上网查询，了解了端午
节的相关知识，并配以插图、剪贴画，制作了一张张美观大
方的手抄报。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加深了对端午节的认识，
进一步了解了我国的传统节日和过传统节日的意义，更加认
同、喜爱传统节日，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爱乡情感，提
高了科学文明素养，弘扬和培育了民族精神。

4、开展了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各班利用班会课，组织了学生
参与端午民俗诗歌、屈原诗词、历代经典爱国主义诗篇诵读
活动。

5、开展端午亲手包粽子活动，看谁的手儿巧，包的粽子最美
丽活动。

在本次活动中，我校充分利用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对全体
学生进行了传统文化教育，树立了民族意识，让学生走进伟
人、了解历史、感受伟人的爱国情怀，学生动手能力的增强，
又增进了学生与亲人之间的亲情，让学生时时刻刻心怀感恩
之心，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发展。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篇四

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午节，据传是中国古代伟大诗人、世
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的屈原投汩罗江殉国的日子。下面是小
编为大家收集的20xx赞美端午节的心得体会，在端午节里包
粽子范文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清晨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一缕阳光照进我的床头。我刚睁开
眼，一个人影“飞”到我的身边，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如果
不是我“良好”的心理素质，肯定会吓出心脏病。我定睛一



看，哦，原来是老妈呀!还没反应过来，我的手腕上就多了一
个五彩绳。我恍然大悟，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我懒洋洋地起了床，妈妈说晚上要吃粽子，现在要去采购包
粽子的材料。我听完立马打起了精神，正愁没事干呢!我马上
自告奋勇要一起去。我们来到商场，商场里的东西琳琅满目，
我们来到卖粽子材料的分栏，“哇，粽子材料真多呀!”我和
妈妈开始挑选材料。我随手拿了一把粽叶放入购物车，妈妈
看了看又拿出来放了回去，说：“这个粽叶太窄了，包不了
粽子。”我又拿了一个大的粽叶放进去，妈妈又摇摇头
说：“这个也不行，太大了，包出来的粽子都入不了味
道。”“不就包个粽子吗?干嘛那么多穷讲究!”我嘟囔着，
又把粽叶放了回去。妈妈听了，从粽叶中挑出来一些叶子，
意味深长地说道：“你看这些叶子不宽也不窄，刚刚好，而
且光滑整齐，包出来的粽子，色、香、味俱全，妈妈想告诉
你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马马虎虎，不然就达不到你想要的结
果。”嘿!原来粽子选材里面也有不少学问呢，我不敢再怠慢
了，开始细心地挑选起别的材料来。

几个小时后，妈妈叫我：“包粽子了，快来帮忙!”“来了，
来了!”我兴奋极了，连蹦带跳地跑进厨房。要知道这可是我
第一次学包粽子。我照着妈妈的样子，将粽叶卷成一个三角
形的卷儿，把江米和去了仁的蜜枣放入粽叶内，像模像样地
卷进来，用一根绳捆得紧紧的，生怕有一点疏忽，可是毛手
毛脚的我做出来的粽子奇形怪状，就像战败的残兵——缺胳
膊少腿，完全没有粽子的模样。过了半天，我终于做出来一
个自认为不错的粽子，举起来正要显摆一下，捆粽子的绳子
突然松了，江米粒像逃兵一样“飞奔而去”。

辛苦了老半天，粽子终于做好了。吃着自己包的粽子，我心
里美滋滋的。端午节这一天虽然很累，但却过得很充实!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我的家乡在
江西赣州，每年的这个时候，家乡的人都要赛龙舟吃粽子。



又是一年端午节，在这个热热闹闹的节日里，我度过了愉快
的一天。

家乡的端午节，家家户户吃茶叶蛋和粽子。，端午之后细菌
多了，粽叶是有杀菌作用的，吃了防病。端午粽花样繁多：
有碱水棕，绿豆棕，花生棕，豆沙棕，腊肉棕……各具特色，
其味各异。解开扎藤，剥开粽子叶，甜粽子里藏着红红的粽
肉，咸粽子里白白的粽肉都升腾着蒸汽，散发着一种特有的
棕香。两粽子用盘子放在一起，活赛两颗亮晶晶的红白宝石，
糯米在灯光下晶莹透亮散发着撩人扑鼻的浓郁糯米香，真是
棒极了!

故乡的端午节哟，你给了我多少喜悦和欢乐啊!端午粽飘香，
龙舟响当当，好事成双双!端午节流露出的是地道故乡情，是
一种古老的传统，是对诗人屈原的爱国精神一种钦佩，赞颂。
吃着正宗的家乡粽子，看着精彩的家乡龙舟赛，心里头别有
一番滋味。

又到了端午节。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端午节的粽子。

端午节前几天，妈妈就从市场上买来包粽子的粽叶、糯米、
绿豆等，到端午节那天，就把它们拿出来，用水浸湿，洗干
净，然后开始包粽子。她拿起一些粽叶，叠成开列一排，随
后一层糯米、一层绿豆、一粒猪肉，最后加上一层糯米把绿
豆和猪肉包在中间，再把叠好的粽叶，压紧，按平，折叠，
最后用线捆住，就这样一个粽子在她们的手上包好了。

粽子包完后，她就把粽子放进锅里，加上合适的水，让它蒸
煮。大约煮到两个小时吧，厨房里飘散出一股粽子的清香，
深深地闻一口，沁透心脾。这时，馋嘴的我就迫不及待地让
妈妈从锅里抓起一条粽子，不管它炙热烫手，就解开线团，
送进嘴里，用牙齿咬一口，滚烫的粽子，有时弄得我牙齿根，
舌头嘴上顿时起满了大大小小的泡泡，尽管这样我还是不肯
吐出来，味道好极啦。



听大人们说，端午节这天有一个古老的故事。据史料记载，
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因仗义直言遭革职放逐。眼见国
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屈原是有心报国而无力回天，愤然
之下，于五月初五，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
汨罗江身死。传说屈原死后，百姓纷纷拥到汨罗江边去凭吊
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的还
拿出食物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
大夫的身体。因此，在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
渡、吃粽子等的风俗，以此来纪念屈原。时过境迁，人事物
非，可端午节一直流传至今，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文
化。

端午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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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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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众多节名，而且各地
也有不同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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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龙舟和吃粽子等习俗，
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直到现在，端午节仍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传统节日之一呢!

以前的端午节都是和父母在公园度过的，但是今年的端午节
却是在农村度过的。而且，这次端午节我也过得与众不同。

早上两点多钟时，我起床穿好衣服后走出门去。一般在这个
时候，人们都会起床去踏青。但是我想：一到端午节就踏青
未免太没意思了。所以我突发奇想——去放羊。

我拿起鞭子，大舅在前面领着羊，很像一只“头羊”带着羊
群。我在后面挥动着鞭子，赶着羊群。不一会儿，就到草地
了。羊们一头扎进草地里吃着那些绿油油的草;大舅则坐在一
旁听着收音机。我望着那大片的草地，那绿色美得让人无法
形容。这种绿色在城里是看不到的，在城里甚至连草也看不
见几颗。我看的如醉如痴，禁不住躺在了草地上睡着了。

早上五点多时，我回到了大舅家，早餐是粽子和煮的自家鸡
下的鸡蛋。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过端午时拿鸡蛋和小朋友们
比赛的情形：上小学时，班级里举行了敲鸡蛋的比赛，拿鸡
蛋小的那一头互相敲击，赢得那个鸡蛋会被我们称为“鸡蛋
王”，然后，“鸡蛋王”会在我们的注视下被他的主人吃光。
想罢，我拿起鸡蛋互相敲击，然后，我将剩下的那个赢了的
鸡蛋吃得一干二净。

傍晚时我和大舅一起去接舅妈。舅妈在温室大棚里摘了一天
的豆角。一到了那儿，我就钻进了大棚，那豆角秧已经顶到
了棚顶，豆角也已经长得很长了。大舅把豆角都装上车后，
没有了我坐的地方，我也就只好坐在了“豆角车”里。可是
我觉得还是躺着比较舒服，便躺了下来。一路上的颠簸就犹



如坐过座山车一样刺激，像要掉下去一样。

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火炕上，围着饭桌，吃着饺子，感到
非常开心。

今年的端午节给我留下了许多快乐而又很美好的回忆，他已
经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永远也忘不掉。我很希望明年的端午
还能在农村度过，它虽然不像南方一样热闹，却使我无法忘
记。

端午包粽子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传统的'端午佳节，也是纪念我国爱
国诗人屈原的节日。为此，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庆祝、纪念
方式――包粽子。

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我准备好了所需要的材料：糯米、红
豆、肉、香肠、粽叶和线，并把它们分别泡在水里，过一会
儿，把肉和香肠洗干净，切成一块一块的放进碗里。大约60
分钟后，把红豆、糯米和粽叶洗净，把线一根一根的准备好。

把水烧好后，我和爸爸把粽子一个一个小心翼翼地放进锅里。
在煮粽子时，我的心情就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一
会儿，我就要去厨房看一下，总担心粽子掉出米粒煮成一锅
粥。站在炉具旁，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在锅中上下摆动的粽子，
好像在说：“主人，主人，不要担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的。”一个小时终于到了，粽子煮好了。

我吃着这些香喷喷的粽子，心里美滋滋的。不禁有些感慨，
我们包的粽子，虽然没有超市里的好看、味道好，可这是自
己亲手做的，不仅用自己的行动表达了对爱国诗人的深切敬
意，还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