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模板8篇)
中班教案的编写是一项具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工作，需要教
师不断探索和尝试，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和发展。通过阅读下
面的小班教案范文，可以了解到一些教学策略和方法的应用。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一

﹝河北省﹞北平忌端午节打井水，往往于节前预汲，据说是
为了避井毒。市井小贩也于端午节兜售樱桃桑椹，据说端午
节吃了樱桃桑椹，可全年不误食苍蝇。各炉食铺出售“五毒
饼”，即以五种毒虫花纹为饰的饼。滦县已许聘的男女亲家
咸于端午节互相馈赠礼品。赵县端午，地方官府会至城南举
行聚会，邀请城中士大夫宴饮赋诗，称为“踏柳”。

﹝山东省﹞邹平县端午，每人早起均需饮酒一杯，传说可以
避邪。日照端午给儿童缠七色线，一直要戴到节后第一次下
雨才解下来扔在雨水里。临清县端午，七岁以下的男孩带
符(麦稓做的项链)，女孩带石榴花，还要穿上母亲亲手做的
黄在鞋，鞋面上用毛笔画上五种毒虫。意思是借着屈原的墨
迹来杀死五种毒虫。即墨在端午节早晨用露水洗脸。

﹝山西省﹞解州端午，男女戴艾叶，称为“去疾”，幼童则
系百索于脖子上，据说这是“为屈原缚蛟龙”。隰州端午，
各村祭龙王，并在田间挂纸。怀仁县端午又名“朱门”。定
襄县端午，学生需致赠节礼给教师。潞安府以麦面蒸团，称为
“白团”，与粽子一起拿来互相馈赠。

﹝陕西省﹞兴安州端午，地方官率领僚属观赏竞渡，称
之“踏石”。兴平县端午以绫帛缝小角黍，下面再缝上一个
小人偶，称为“耍娃娃”。同官县端午以蒲艾、纸牛贴门，
称为“镇病”。



﹝甘肃省﹞静宁州端午摘玫瑰以蜜腌渍为饴。镇原县端午赠
新婚夫妇香扇、罗绮、巾帕、艾虎。子弟并邀集父兄宴请师
长，称为“享节”。漳县端午，牧童祀山神。积薪丘，在鸡
鸣前焚烧，俗称“烧高山”。

﹝江苏省﹞嘉定县端午，不论贫富，必买石首鱼(俗称鳇鱼)
煮食。仪征县也有“当裤子、买黄鱼”的俗谚。南京端午，
各家皆以清水一盒，加入少许雄黄，鹅眼钱两枚，合家大小
均用此水洗眼，称为“破火眼”，据说可保一年没有眼疾。
武进有夜龙舟之戏，晚上在龙舟四面悬上小灯竞渡，且有箫
鼓歌声相和。

﹝四川省﹞石柱有“出端午佬”的习俗。由四人以两根竹竿
抬起一张铺有红毯的大方桌。毯上用竹篾编一个骑虎的道士。
敲锣打鼓，街游行。旧时，川西还有端午“打字子”的习俗。
是日，成都人皆买李子，于城东南角城楼下，上下对掷，聚
观者数万。光绪二一年(一_五年)因掷李与外国传教士发生衡
突，此俗因而停止。乐山、新津等地端午赛龙舟时，还举行
盛大商品交易会。

﹝淅江省﹞桐卢县乡塾之学童，端午节具礼于师长，称
之“衣丝”。医家则于午时采药，相传此日天医星临空。

﹝江西省﹞建昌府午节用百草水洗浴，以防止疥疮，新昌县
以雄黄、丹砂酒中饮之，称之“开眼”。

﹝湖北省﹞黄岗县端午节巴河镇迎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
疫。宜昌县端午竞渡，但以五月十三、十四、十五三日特盛。
五月十五又称“大端阳”，食粽、饮蒲酒，例同端午。

﹝湖南省﹞攸县端午，孕妇家富者用花币酒食，贫者备鸡酒，
以竹夹楮钱，供于龙舟之龙首前祈求安产。岳州府竞渡以为
禳灾、去疾。又作草船泛水，称为“送瘟”。



﹝福建省﹞福州端午旧俗，媳妇于是日以寿衣、鞋袜、团粽、
扇子进献公婆。建阳县以五日为药王晒药囊日，人家皆于此
日作酱。上杭县端午用小艇缚芦苇作龙形戏于水滨，称为竞
渡。仙游县端午竞渡后，献纸于虎啸潭，以吊念嘉靖癸年戚
继光于此溺兵。邵武府端午节前，妇女以绛纱为囊盛符。又
以五色绒作方胜，联以彩线，系于钗上。幼女则悬之于背，
称为“窦娘”。

﹝广东省﹞从化县端午节正午以烧符水洗手眼后，泼洒于道，
称为“送灾难”。新兴县端午，人家各从其邻近庙宇鼓吹迎
导神像出巡。巫师并以法水、贴符驱逐邪凡魅。石城县端午，
儿童放风筝，称为“放殃”。

﹝台湾省﹞台湾地处亚热带，早期来自大陆的移民多无法适
应这里的气候，死于瘴疠时疫者，时有所闻。因此，端午这
个以驱疾避疫为基本精神的节日，便显得格外重要。

端午节也是优雅的、时尚的、欢快的，

端午节的配饰样式繁多，寓意深远，

请听端午节的佩饰

豆娘旧时端五节妇女的头饰。多见于江南。一些地区亦称
作’健人。此物一说源于古代的步摇，一说即艾人的别样形
式。《清嘉录》引《唐宋遗纪》云：“江谁南北，五日钗头
彩胜之制，备极奇巧。

艾虎旧时端午节驱邪辟祟之物，也作装饰品。我国古代视虎
为神兽，俗以为可以镇祟辟邪、保佑安宁。

画额旧时端午节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
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
驱毒，二借猛虎以镇邪。清富察敦祟《燕京岁时记》：“每



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洒之，用涂小儿领及鼻耳
间，以避毒物。””

长命缕旧时端午节厌胜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
长寿线，别称’百索、’辟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
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悬
于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
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康、益寿延年。东汉应劭
《风俗通·佚文》：“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
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绍”。以后相沿成习，直
至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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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上竽、
斗鸡赶免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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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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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食粽作为全国性风俗最早始见于西晋周处撰的《风土
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



越南人爱吃粽子

他们吃的粽子是用芭蕉叶包裹的，有圆形和方形两种。他们
认为，圆形粽子代表天，方形粽子代表地，天地合一，大吉
大利。端午节吃粽子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缅甸人爱吃粽子

他们爱吃粽子，但不是和端午节联系在一起的。粽子是有糯
米作主料，用成熟的香蕉和椰蓉作馅。这种粽子香气扑鼻，
令人陶醉。

柬埔寨的粽子

柬埔寨的粽子称为“布袋粽”，它不用植物叶包裹，而是取
一个布袋，将糯米、赤豆、红枣等一层隔一层地塞满布袋，
然后扎紧口袋蒸热。食用时剥去布袋，用刀切着吃。

泰国人包裹的粽子

泰国人包裹的粽子个头小如鸡蛋，因为是用绿色粽叶包裹，
所以，蒸熟后呈淡绿色，味道十分清香。

日本包裹粽子

在日本，人们包粽子不是用粽米，而是用磨碎的米粉，其粽
子的形状也与中国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包锤形粽子。

朝鲜的粽子

菲律宾包长粽

菲律宾人喜欢包长粽子，风味与中国江浙一带的粽子不同。
粽子还是菲律宾人过圣诞节必不可少的食品。



印度尼西亚的粽子

印度尼西亚人对粽子馅特别讲究，常用鲜肉末加香菇、葱做
粽馅。吃时香滑可口，多吃不腻。

马来西亚人的粽子

马来西亚人也喜欢吃粽子。他们吃的粽子，特点是个头大，
有鲜肉粽、豆沙粽、椰蓉粽等，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墨西哥人吃粽子

墨西哥人也有吃粽子的习俗，他们把粽子称为“达玛尔”，
主料是粗颗粒的玉米面，用肉片和辣椒粒的玉米面，用肉片
和辣椒作馅，用玉米叶子或香蕉叶子包成，别有风味。

秘鲁人吃粽子

秘鲁人是对诞节时吃粽子，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欢庆对诞
节，边吃粽子，甚至已出嫁的女儿，也赶回娘家，再尝娘家
粽的风味。

哥斯达黎加的粽子

哥斯达黎加的粽子用一种经过特别加工、带有粘性的玉粉为
主要原料，配以鸡肉、牛肉、胡萝卜、土豆、椰榄等，有的
还浇上牛肉汁，然后用新鲜的芭蕉叶包成扁方形。

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吃粽子

儿时的记忆便也盈盈嗡嗡，乘着节日的浓郁气息，渐渐溢满
脑际。

请欣赏端午童谣



“棕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
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
下水喜洋洋。

五月节，天气热，放下锄头歇一歇;山上清风爽，杨梅红出血。
五月五，是端午，背个竹篓入山谷;溪边百草香，最香是菖蒲。
“五月五日午，天师骑艾虎;薄剑斩百邪鬼入虎品。

《重五谣》：

吃爻雄黄酒，毒蛇远远游。

重五草头汤，疤瘰洗精光。

重五吃麦麦，字眼学起快。

吃爻重五卵，做个生员卵。

重五吃大蒜，读书做高官。

生日的时候，我会送你一个蛋糕;中秋的时候，我会送你一盒
月饼，端午节来了，我送你一粒糯米，希望你把它种下去，
用心呵护，等待收获我的祝福吧。

端午节来了，我送你一枚粽子，友情是外皮，里面第一层是
祝福，第二层是幸福，第三层是心想事成，对了，第四层当
然就是你写的欠条，快还钱给我!

端午节，赛龙舟，争先恐后，好热闹!一齐来过个开心的端午
节吧!

又到端午节了，又到了吃粽子的季节。忘不了那糯糯的，飘
着清香的棕子......



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
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祝端午节快乐!

艾蒿高高门前舞，驱邪气，防五毒，高高兴兴过端午。祝端
午节快乐!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
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祝福亲爱的朋
友端午节快乐!

送个香囊带个荷包，自制几斤粽子，托人到山里采了艾叶，
街头买了瓶雄黄酒，加上内心深处的几许关怀，作为礼物送
给你，祝端午节快乐!

手捧粽子，缅怀离骚，龙舟竟渡，勇往直前!祝端阳节快乐!

端午，你的粽香飘荡在每一片中国的土地上

在每一叶中国人的心灵里

《粽叶飘香走进端午》纪念日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二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围绕“走
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端
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让学生在活
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锻



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
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

三（二）教室

:

端午节

: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活动导入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 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 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 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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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学生根据搜集的资
料介绍其它地方的粽子。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 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

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端午》唐 文秀

(2)《五月五日》梅尧臣

(3)《端午节的怀念》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 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快板:《民族精神代代传》

3、主持人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
己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
会，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在小学阶段最后一
段时间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四年级。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三

设计思路：

本课教学以新课程标准为指导，力求在优化课堂结构、改革
阅读教学上有所突破和创新，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性
地学习。

教学目标：

1.认读“粽、檐、辅、措、诬、颂”6个生字，会写“佩、戴、
措、施、疏、颂、驾、尸、俗”9个生字，掌握“佩戴、爱戴、
措施、诬陷、尸体、习俗”等词语。

2.理解文中重点句子的意思，学习复述课文。

3.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4.知道爱国诗人屈原的事迹并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重难点分析：

教学重难点：体会重点语句的含义，了解并复述端午节的由
来。

课前准备：

1．生字词投影片。

2．课文中屈原插图。

教学过程：

一、谈话激趣，导入新课



1.同学们，我国有很多传统的节日，你们都知道哪些？

2.每一个节日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
来学习第30课《端午节的由来》，看看端午节背后有什么样
感人的故事。

3.板书课题，齐读课题。

二、初读课文，整体感知

1.教师提出学习要求。

（1）自读课文，画出生字和新词。

（2）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2.学生根据学习要求自读。

三、集体反馈，掌握生字

1.出示生字词语，指名读。（展示课件第二屏）

2.教师根据学生认读的情况，进行强调。

字音：“措、颂、俗”是平舌音，“尸、疏”是翘舌音。

字形：“施”的右半边不要写成“也”。“疏”的左半边最
后一笔是提，右半边第四笔的点不要漏掉。

3.齐读词语。

4.理解词语的意思。

爱戴：衷心敬爱与拥护，多用于对长辈。



诬陷：诬告陷害。

谗言：陷害人的坏话。

5.指名反馈：课文主要讲了什么内容？

（课文主要讲了我国民间传统节日端午节的由来，是为了纪
念忧国忧民、愤然跳江的屈原，人们纷纷把食物投入江中，
保护屈原的尸体不受水族侵害。后来，人们在每年的五月初
五都往水中投粽子，一直流传到现在。）

四、再读课文，理清脉络

1.默读课文，试着给课文分段并说说段意。

2.组内交流。

3.代表反馈。

第一段（第1、2自然段）：介绍端午节的日期和习俗。

第二段（第3—6自然段）：具体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第三段（第7自然段）：至今人们仍保留在端午节那天吃粽子、
赛龙舟的习俗。

4.初步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四、课堂小结

课文主要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文章把人们纪念屈原的活动
记录得十分详细。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学习课文，感受屈原
那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四

1、了解端午节的民俗风情

2、学习场面描写的方法

3、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批判与继承

1课时

1、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的传统节日及风俗习惯，尤其是端午
节这天我们这里的习俗;

2、了解作者沈从文的生平事迹、代表作品和作品特色。

一、导入：

我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她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拥有
灿烂的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中华民族形成
了许多各具鲜明特色的传统节日，它们犹如颗颗夺目的宝石，
镶嵌在一年四季中，时刻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成为无数中华
儿女心中的牵挂。作为新世纪_人的你们，也一定知道不少中
国传统节日吧?你们能给我们在座的介绍一下吗?(能按照时间
顺序介绍)

生自由回答

生答

请同学根据课前的收集，介绍作者，要求突出籍贯、身份、
成长经历、代表作品及特点，师多媒体展示作者档案，学生
进入一分钟记忆，结束后利用多媒体快速检查背诵效果。

二、整体感知课文：



1、学生带着问题读课文：

a、湘西人端午日都有哪些风俗?(用三字词语概括)结构文章的
顺序是什么?

b、你认为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什么?

学生回答端午日风俗：穿新衣画王字吃鱼肉看划船(赛龙舟)
捉鸭子

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是：赛龙舟

三、分析赛龙舟的场面描写：

1、阅读第一节“把饭吃过后”到最后，思考：龙舟赛到起点
和终点;龙舟的外形特点;参赛人员的分工和龙舟竞赛的场面
描写，用笔从文中画出来。

2、学生大声朗读龙舟竞赛的场面描写，找出其中的动词，在
这些词语下面加上三角，体会这些词语的作用。

3、根据文章内容，发挥想像，自己选定一个角色(带头的、
锣手、鼓手、桨手、群众……)，用一段连贯的话有针对性地
向大家介绍你在活动中所在的位置，所做的事及所起的作用。

老师示例：我是我们这一队的带头的，就坐在船头上。你们
看，我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只小令旗。比赛开始
后，我就左右挥动小令旗，指挥船只的进退。在我的指挥下，
桨手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龙船好似长龙出没
于波光烟雨之中，直冲终点线。

总结：动词准确生动

提问：除了描写参赛人员的激烈紧张的竞争外，作者还描写



了哪些人，有何作用?

明确：两岸观赛的人，从侧面突出比赛场面的激烈紧张——
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

提问：作者在写到比赛进入_时还想到了什么情景?

明确：使人想起小说故事上的情景，这种情景真在眼前吗?虚
写实写相结合

总结场面描写的方法：正侧面描写相结合虚实结合准确的动
词

4、齐读赛龙舟片段，要求读出感情和气势。

5、奖励欣赏：《赛龙舟》片段

6、课堂练笔：学以致用，运用所学的场面描写的方法写一段
我校周一升国旗时或出操时的场面描写，150字左右。(5分
钟)

学生写作，交流，学生或老师点评，多加肯定和鼓励。

四、分析赛龙舟的.现实意义，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和力争上
游的精神

既然奖励不丰厚，那你认为龙舟比赛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明确：合作努力的光荣(力量从团结中来)培养了勇往直前、
力争上游的精神

2、延伸：联系实际来谈谈现实生活中这种精神的意义，并说
说对你的启示。(学生分组讨论)

五、批判与继承



挂菖蒲悬艾叶----辟邪吃粽子小孩子脖子上挂彩练穿肚兜

请用这样的句式回答：

我认为，我们应当继承(或摒弃)民族传统节日，因为。

(在横线上至少写出支持你观点的两点理由或依据。)

学生互相讨论，之后进行小小的辩论，师最后总结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五

1、知道端午节的日期，知道端午节是中国的节日。

2、初步了解一些有关端午节的来历、故事及相关活动，初步
感受民风民俗和民族传统文化，激发爱国情感。

教学准备

1、教师准备

（1）提前了解学生对端午节的来历、故事及相关活动认知状
况。

（2）收集有关端午节的来历、故事、活动等相关资料和情境
图片。

（3）认真阅读、了解有关屈原的故事，思考和研究如何帮助
学生理解屈原的故事，敬佩屈原的爱国精神。

2、学生准备

（1）把自己了解到的有关端午节的来历或特色活动的情况，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记录下来。



（2）有条件的话，可以参加一项端午节的特色活动或者品尝
一下粽子。

（3）准备制作工艺小粽子的原材料和简单工具。教学重、难
点引导学生初步了解民族文化，感受民俗民风，激发学生的
爱国情感。在活动中培养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

教学过程：

一、端午节的故事

1、夏天天气炎热，但植物茂盛、瓜果飘香、蛙唱蝉鸣。在这
美丽的季节里，还有一个传统节日呢。你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农历的五月初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亦称
端五，是我国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
相同，称“端五”也就如称“初五”；端五的“五”字又
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
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
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
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

2、你知道哪些关于端午节的故事吗？请你和同学们说一说吧。

3、在教师的引导下，师生共同讲故事。

b出示有关屈原故事的连环画。

c讲故事

公无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
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宫陈述利
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
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
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襄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



国，顷襄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都。屈原在流放途中，
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都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
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
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
的尸体，同时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些郎中还把雄
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

从此，每年五月初的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
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
就这样流传下来。

二、端午节的活动

1你还了解端午节里的特色活动吗？赶快介绍给大家吧。

a播放赛龙舟的情景，若有学生了解有关内容可让学生自己介
绍。

西湖的龙舟分为两种.其一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有小孩装扮各
种历史、神仙人物，下层载有鼓吹手，敲锣打鼓，两傍坐著
划船的水手，这种龙舟较具表演色彩.竞赛用的龙舟则绕著大
龙舟周围打转，待大龙舟上抛下物件，小龙舟上的水手便下
水争抢.其中以钱、鸭两物最难抢得，因为钱币入水即沈，鸭
子则会四处游窜躲避.

b挂蒲草和艾叶。

民间古来有门前悬艾、菖蒲之俗.艾，即艾蒿，多年生草本植
物.菖蒲，多年水生草本植物.两者皆可入中药.艾叶可制灸条，
是传统中医针灸疗法中必不可缺的用品.燃点艾条可灸治多种
病症.艾与菖蒲中都含有芳香油，因而可充作杀虫防治病虫害
的农药.端午期间，时近夏至，天气转热，空气潮湿，蚊虫滋
生，疫病增多.古时，人们缺乏科学观念，误以为疾病皆由鬼
邪作崇所至，故而节日一早便将艾蒿、菖蒲扎成人形，悬挂



在门前，用以祛鬼禳邪、保持健康.其实，真正起到净化环境、
驱虫祛瘟作用的，还是两草的香气.中国江南地区，有的习俗
是在端午节饮菖蒲酒，则其药用效能就更为直接.通常是在节
前，便把菖蒲切碎，伴上雄黄，浸入酒中，节日便可饮用.

c挂彩线

中国古代崇拜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因而，节日清晨，各家
大人起床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孩子手腕、脚腕、脖子上拴五
色线.系线时，禁忌儿童开口说话.五色线不可任意折断或丢
弃，只能在夏季一场大雨或第一次洗澡时，抛到河里.据说，
戴五色线的儿童可以避开蛇蝎类毒虫的伤害；扔到河里，意
味着让河水将瘟疫、疾病冲走，儿童由此可以保安康.

d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棕糕投入江中，
以祭祀屈原，为恐鱼吃掉，故用竹简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
渐用棕叶包米代替竹筒。

e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
头点缀之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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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珑夺目。

三、作业回家学包粽子，下节课将自己的作品带来。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六

二（8）教室

20xx年6月7日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锻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
（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信息的能力。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1、端午节是哪一天？（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
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
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
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亲历感悟：

【教师】：

我认为本次活动主题鲜明，通过知识小竞赛、师生讨论交流、
游戏活动、作品展示，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既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也符合我校对学生进行“欣赏性
德育模式”的培育要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习俗。可
是，就在年，韩国已经提前申请了端午节为东南亚文化遗产
保护，这可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各类中小学校应该多举行
这样的主题活动，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让它们代代相
传！

【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学包粽子，觉得特别新鲜，同学们也异常兴奋。
大家都激动得跃跃欲试，齐齐望着社区的阿姨，就等她这老
师发号施令：第一步将粽叶卷成三角形状，底部要严实合缝，
不可留出小口。可是我卷来卷去卷不好，终于卷到无缝的要
求，谁知手一动，好不容易卷好的形状又散架了，唉，重新
来过。看看我的同伴们，也都在向“无缝粽叶”的最高目标
行进，再看看社区的阿姨，却早已在教如何放糯米了。

包粽子最难过的一关恐怕就是这个“包”字，如何将米包住
不漏出来，还要将粽子包成漂亮的立体三角形，这可是一门
学问，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一个坎上啊，不少同学直
到最后结束还是没有包出标准的立体三角粽，包啊、包啊、
包出的都是被我们班主任戏称为“三明治”的平面三角粽子。
忙碌了半天，尽管到下课我也没有包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三
角棕”，但我依然觉得这节课过的特别充实。因为：它让我
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了屈原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扬着我的爱
国热情；它也让我更深切地懂得了做一件事（哪怕是最不起
眼的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道理，启示我在学习上
更应该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七

【教学目的】

1、使学生知道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及日期，了解端午节
的风俗习惯。

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及具体日期，了解人们庆祝节日的
传统习俗。【教学准备】

收集端午节图片及相关资料。【教学过程】

一、导语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个民族用自己
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习俗和文化。我们应全面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学习中国的
传统知识，传承民族文化，从而提高全民人文素养。

二、端午节的来历

五种说法，诸如：纪念屈原说；吴越民族图腾祭说；起于三
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等等。

1、纪念屈原。

2、孝女曹娥。

3、迎涛神。

4、龙的节日。

5、恶日。

三、端午节的主要习俗。

1、龙舟竞渡。

2、吃粽子。

3、画额。

4、戴香包、长命缕。端午节又称重五，许多习俗也与“五”
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用红、黄、蓝、白、黑五色丝线系在
儿童脖颈、手腕或足踝上，称为长命缕。

5、挂艾叶、菖蒲等。

四、端午节的诗词。



端午

（唐）文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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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律.端午

（唐）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
蒲酒话升平。鬓丝日日添白头，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
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节令门.端阳

（清）李静山

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
账主怕灵符。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北方）癞蛤蟆躲不过
五月五。（北京）蛤蟆蝌蚪躲端午。（北方）

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西北）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
药吃三年。（山东）喝了雄黄酒，百病远远丢。（山西）有
钱难买五月五日旱（山西）

未吃端午粽，寒衣不可送；吃了端午粽，还要冻三冻。（宝
山）

五、端午节的当代演化。

六、总结

“端午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时至今日，端午节在中



国人民中仍是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
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小学端午节班会课教案篇八

以民族传统节日为基本载体的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
其他民族的标志，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动力。在浩瀚
的历史长河中，清明、中秋、端午等作为中国的一个个传统
节日，从来没有被人遗忘。开展传统节日教育，是弘扬传统
美德、培育学生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因而，学校在端午节
来临之际，根据学生实际，制定适合学生年龄特点的端午节
系列活动方案，让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提高对端午节的认识
与了解，用节日的传统文化哺育他们健康成长。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着独特的风俗，如：吃
粽子、赛龙舟、挂香袋、系长命缕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不
仅锻炼和发展学生的动手能力，还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了解和兴趣。同时，端午也是纪念屈原先辈的特殊日子，
可以借端午，开展缅怀先辈，传承民族精神的'系列活动。

“育传统美德，扬爱国之心”

20xx年6月

1、升旗仪式

由教师代表发表以“育传统美德，扬爱国之心”为主题的国
旗下讲话。（xx负责）

2、以中队或年级为单位组织开展“端午节”活动（6月9
日—6月11日）



包粽子、编制蛋袋或五彩绳、制作艾草香囊、民俗民风知识
讲解活动等。（各中队拍点活动照片，各班1—2张，级部主
任收齐后6月11日放学前发送给xx老师。）

3、端午节假期活动

1—6年级在假期积极参与赛龙舟、包粽子、挂艾草、非遗集
市等传统民俗体验活动。

活动线索提供：

（2）xx小记者，xx小记者可参加相应报社推出的端午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