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标题 端午节挂艾草的心得体会
(精选8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端午节标题篇一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每年的端午节，人们会在门前
挂上艾草，寄托对健康的祈愿。我也曾参与过这一传统习俗，
对于挂艾草的心得体会有很多。通过挂艾草，我感受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更深刻地理解了健康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
到了传统文化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首先，通过参与端午节挂艾草的活动，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
文化的魅力。艾草作为中国传统的草药之一，有着丰富的历
史和文化内涵。挂艾草传承了民间传说和习俗，让人们能够
更加亲近自然，感受到大自然的力量。当我在门前挂上一束
束鲜艳的艾草时，我感到内心的平静和满足。艾草散发出淡
淡的香气，仿佛抚慰了我的心灵。这种参与传统文化的感受
给我带来了一种愉悦的心情，我更加珍惜自己的中国国籍和
文化。

其次，通过挂艾草，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健康的重要性。挂
艾草是为了驱除邪气，保佑身体健康。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
社会，很多人都忽略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只有拥有健
康的身体，才能承载更多的梦想和希望。通过挂艾草，我明
白了健康是无价的财富，我们需要时刻保护和珍惜它。我会
更加注重自己的饮食和作息习惯，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远
离疾病的困扰。



同时，参与端午节挂艾草的活动也让我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对
个人成长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着许多诱惑和陷阱，
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挂艾草是
一种纯粹的行为，它并不追求物质回报，而是追求精神上的
满足。这种纯洁的信仰和追求正是传统文化对个人成长的积
极影响。我深刻认识到，我们要相信并坚守传统文化的精髓，
它能够引导我们走向更好的未来。

最后，挂艾草不仅仅只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
承。通过挂艾草，我学会了尊重传统，认识到自己与传统文
化的联系。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我们民族的精神
支柱。我们要坚持传统，保护传统，让它不断融入现代生活，
发扬光大。挂艾草的习俗看似简单，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文
化智慧和价值观念。这种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于
每个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通过参与端午节挂艾草的活动，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体会，更加理解了健康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传统文化
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挂艾草不仅仅只是一种传统习俗，更是
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传承。我将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守
护和传承这一美好的传统，让我们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端午节标题篇二

家乡有许多的传统节日，如：重阳节，春节，中秋节，清明
节等，我最喜欢的节日就是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端午节那天要吃那香喷喷的粽子，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吃
粽子吗？

传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位爱国诗人屈原，因为自己
的国家破亡，于是便愤恨跳江，人们怕江里的鱼儿吃掉屈原，
于是便包粽子，将粽子投到江里给鱼儿吃。屈原跳江时是农
历的五月初五，人们为了纪念屈原，便将这天定为端午节。



知道了端午节的来历，可是你们会包粽子吗？要先到店里买
粽子叶子，再买点糯米，花生，葡萄干等，先把粽子叶清洗
干净，然后把糯米，花生等食物放到粽子叶子上，按照三角
形的`形状包起来，最后用绳子一绑就好了，由于我是初学者，
总是把它包不紧，哎!管它三七二十一呢，先蒸上再说，蒸了
一个小时后，打开一看，虽然皮已经开了，但仍然飘着那清
香般的粽子味，再尝一口，更是无比的美味。

有些人吃过粽子后，还要赛龙舟。虽然我没有真正看过龙舟
比赛，但是依然能想象出那热闹的场面。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端午节！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屈原的爱国
精神。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上课认真听讲，不做小动作，
尊老爱幼。在生活中要养成良好的习惯，这样长大才能为祖
国做出贡献。

 

端午节标题篇三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它始于我国远古时代，至今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一天，民间有一个老祖宗的传说，
也就是杜月笙先生说的那个纪羡祖。这个节日虽然是一个古
老的节日，但是我却从小对它的意义和习俗非常感兴趣。今
年，我有幸亲自动手挂上艾草，实践了一把端午节的古老习
俗，让我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一次参与端午节挂艾草的活动，我倍感兴奋。提前了解了
一下这个习俗，才知道挂艾草是为了驱邪，挡瘟毒。根据我
爸爸的指导，我先找了一棵苦艾草，然后用红线把它们连成
一串。我一边挂一边默念着家人平安，健康，顺利。那些弯
曲的艾草摇摇晃晃地挂在门上，我觉得它们就像是我心愿的
使者，为我们祈福，加持。愿这些艾草能保佑一家人平平安
安，幸福快乐。



挂好艾草后，我注意到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清香味。我向爸爸
问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艾草的香气。我仔细闻了闻，的确
是一种独特的味道，淡淡的，清新的，让人心旷神怡。这种
味道不像其他香水那样浓烈，它是那么自然，那么纯净。我
明白艾草挂在门上，可以抵挡瘟毒，但我没有想到它还有这
样一种让人留连忘返的香气。我爱上了这种清香，也开始意
识到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细节，是那么的美妙。

端午节的第二天，我醒来发现艾草已经干枯了。爸爸说，干
的艾草可以烧掉，烟可以驱邪。于是，我跟爸爸一起把艾草
点燃，看着烟雾袅袅升起，我觉得它带走了家里的厄运和灾
难。我惊讶地发现一根根艾草被火焰吞噬的那一刹那，居然
发出了一股臭味。那是坚硬的烧焦味。我想，这就是厄运和
灾难消散的痕迹吧！我也仿佛看到了未来的美好，这就是艾
草的魔力吗？这一次，我对艾草的敬畏和神奇感也更加深入。

端午节挂艾草的心得体会告诉我，传统文化是一座宝藏。只
有通过亲身的体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感受到它的魅力。
挂艾草这个古老的习俗，虽然看似简单，但却蕴含丰富的文
化内涵。艾草的香气和火焰烧焦时的味道，是我们对生活的
祈愿和对未来的美好期盼。它们以一种微妙而庄重的方式，
让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我希望以后能够
继续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且不断地去传承和弘扬我们
民族的文化传统。

端午节标题篇四

说起端午节，大家一定很熟悉吧！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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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午、午日，此外一些地方
又将端午节称之为五月节、艾节、夏节。这一天必不可少的



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

粽子就造型而言，各地的粽子有三角、四角锥形、枕头形、
小宝塔形、圆棒形等。粽叶的材料则因地而异。南方因为盛
产竹子，就地取材以竹叶来缚粽。一般人都喜欢采用新鲜竹
叶，因为乾竹叶绑出来的粽子，熟了以没有竹叶的清香。北
方人则习惯用苇叶来绑粽子。苇叶叶片细长而窄，所以要用
两三片重叠起来使用。粽子的大小也差异甚巨，有达二、三
斤的巨型兜粽，也有小巧玲珑，长不及两寸的甜粽。

《浣溪沙》这首诗是宋朝诗人苏轼写的：轻汗微微透碧纨。
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
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看完我这篇文章，你是不是
有知道了许多关于端午节的知识啊！希望大家过一个愉快的
端午节！

今天让我欢天喜地的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来到了，我从
妈妈那刚一打听到，就高兴的欢蹦乱跳。因为呀！这个端午
节是我最喜欢的节日。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
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
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的来源是由于千百年来，屈原
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深入人心。人们“惜而哀之，世论
其辞，以相传焉”。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从此把端午
节的龙舟竞赛和吃粽子等，与纪念屈原紧密联系在一起。随
着屈原影响的不断增大，端午节也逐步传播开来，成为中华
民族的传统节日。

很多人有个疑问：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比赛划龙船呢？
事情是这样来的。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爱国，为皇帝出谋划策，
但有些红眼病者觉得屈原势力太大，多管闲事，天天在皇上
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慢慢的皇上相信了那些荒唐的谎言，把
屈原撤了职，流放到湘南去。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



国强民的打算，反而被奸臣排挤出去，简直气疯了。他到了
湘南，经常到汩罗江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到
了公元前278年5月初五那天，抱着块大石跳河自杀了。附近
的`老百姓得知，大家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可是一片汪洋大
海，到处波浪起伏，哪儿有屈原的什么痕迹。大伙很伤心，
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算是献给屈原，也让江里的鱼虾、
蛟龙、鱼······等动物饱了肚子，就不再伤害屈原的
身体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照办
了，后来他们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划的小船改为
赛龙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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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标题篇五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端午节挂艾草则是端午节的一项传统习
俗。关于“端午节挂艾草的心得体会”，我从五个方面进行
总结和思考，具体体现在以下的五个段落中。

第一段，介绍端午节的来历和挂艾草的习俗。端午节源自古
代中国的楚国。相传，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在端午这一天跳
江自尽，为了纪念他的忠诚和爱国精神，人们每年的这一天
都会划龙舟、吃粽子，以及挂艾草。挂艾草的习俗据说可以



避邪驱鬼，保佑健康平安。

第二段，提出我对挂艾草的相关理解。我认为，挂艾草的意
义并不仅仅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
挂艾草，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对过去历史的回忆和纪念，是对
先祖的一种敬重和仪式。同时，挂艾草也体现了我们对国家
和家族永续、兴旺发达的美好祝愿。

第三段，分享我亲身参与挂艾草的经历。去年的端午节，我
和家人一起来到了乡下祖辈的坟墓前，进行了一场庄重而神
圣的祭拜仪式。我们在坟前竖起供奉的牌位，点燃香烛，然
后边读着祷文，边摘下艾草束并挂在供桌上。我看着艾草的
苍翠，感受到一种与自然相连的力量，同时内心也涌上了一
股莫名的悲凉之感。

第四段，阐述挂艾草对我的启示和思考。参与挂艾草的仪式
让我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艾草虽然朴实无
华，却有着独特的清香和疗愈的功效。这让我想到，人与自
然是密切相连的，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
挂艾草也让我明白，尽管现代社会变化迅猛，但我们仍然应
该坚守传统价值观，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第五段，进一步思考挂艾草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挂艾草不仅
仅是简单的一种仪式，更是对人们内心诉求的满足和抚慰。
在这个瞬间，我们通过挂艾草来寻求着安定和平和，追求内
心的净化与升华。而这种追求也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和幸
福的向往，正如挂艾草寄托了我们对家族兴旺的期望一样。

通过五个段落的思考和总结，我对“端午节挂艾草的心得体
会”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挂艾草不仅仅是一种传统习俗，更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是我们心灵和情感的寄托。通过挂
艾草，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的浓厚情感和千百年的文化
积淀。在传承与发展中，我们应该更加珍视、弘扬和传播端
午节挂艾草的文化内涵，让这一神圣而美好的传统习俗在未



来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

端午节标题篇六

从睡梦中醒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从人们的笑声中美好的
遐想中感受到了端午节的美好和神圣。端午节的早晨既让人
锻炼了身体，又让人们知道了先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盼望。

吃完了两个鸡蛋，我们便背着包袱来到了三角山的`脚下，我
们顺着山间那蜿蜒盘旋的小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看到
了庞大的岩石、强壮的绿树、香气扑鼻的鲜花、活泼的昆虫、
清澈的小溪，绿油油的小草......

走着走着，终于走到了三角山的山顶。站在山顶眺望远方，
俯视下方，人们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得高，望得
远。看到了那幢幢高大的楼房，条条川流不息的街道.......，
站在山顶上，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令人流连往返。走了
一段路，我们都筋疲力尽了，就坐在大岩石上，欣赏着美丽
的风景，吃着香喷喷的的饭菜，让人更加贴近大自然，体会
出大自然的神秘和绚丽。伴随着人们的呐喊声，天空中的无数
“小水兵”羡慕极了，也来到了人们的身边，天空中虽然下
着蒙蒙小雨，但大家一点都不遗憾，而且更加喜欢三角山了。
等回到了家，已经七点多了，吃着妈妈包着美好愿望的粽子，
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在那美好的端午节的早晨，我们又盼望
着明天，我们每个小朋友的节日————“六一”儿童节。

端午节标题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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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不久就到了，想必大家对去年过端午节
的情形仍记忆犹新吧！现在我就介绍一下我家乡的端午节吧！



我的家乡――永昌，位于祖国的大西北，是座古城，历史悠
久，可如今也只是知道者微乎其微的小镇而已。在彼，人们
留心于早晚的云蒸霞蔚，四时的风-花雪月，并不太在意小小
的端午节；在此，人们向往着都市的灯红酒绿，生活的纸醉
金迷，而忽略了小小的城镇。他们都喜欢心目中美好的东西，
却不知在此边陲小镇中，端午节也是热闹非凡的。

家乡的端午习俗可谓多种多样。插茱萸。在端午的前几天，
人们就弄一枝茱萸（或一柳条）插于门楣之上，据说可以驱
妖避邪。戴香包。大人们用布缝制成小布包，并将艾、苍术、
板蓝根等草药包于其中，让孩子或戴于项下，或系于腰间，
可增强免疫力。我的家乡由于缺水，所以并不像江南等地划
龙舟。在我家乡，最典型的风俗便是吃粽子了（有些地方吃
油糕）。将糯米洗净，并配一把包，用棕叶宝成三角锥形，
蒸熟，便成了香气四溢、味甘可人的粽子了。在永昌吃粽子
有一个讲究，那就是在吃之前先祭屈原，在祭祖先，然后才
能吃。

我最爱吃粽子。每逢端午节，我总要吃个够，直到再也吃不
下为止。妈妈做的粽子十分可口。轻轻将棕叶撕破，便露出
了又白又嫩的糯米糕，忍不住吃一口，甜汁溢入口中，那感
觉简直妙不可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吃惯
妈妈包的粽子，吃起别人包的，总觉得有些干涩，不如妈妈
包的香嫩。

早晨，我一起床就闻到一股清香，于是连忙跑到厨房，一看
原来是妈妈在包粽子。 

我很想体会体会这种气氛，便向妈妈要求，让她教我怎样包
粽子。妈妈告诉我包粽子，首先要把棕叶洗干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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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长长的棕叶折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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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把棕叶包着的粽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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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把包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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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煮熟了，我吃着粽子便问;“妈妈，粽子是怎么
来的?”妈妈说：“说来话长，屈原是我国一位着名的诗人和
伟大的政治家。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在他的努力下，楚
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
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流放期间，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
秦军攻破，心如刀割，便抱石投江身死。

因此，人们为了纪念屈原怕他的真身被鱼龙虾蟹吃掉，做了
粽子投入江中。”听了妈妈的述说，我不禁敬佩起屈原来了。

端午节标题篇八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端午节的了解，学校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
在这次活动中，我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和体验，让我更加深入
地了解和热爱这个传统节日。以下是我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

端午节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需要充分，各种物资的准备和人
员的组织都需要提前安排好。作为一名学生志愿者，我参与
了活动的前期准备。我负责联系物资供应商，确保我们在活
动中所需的所有物品齐全。同时，我还负责安排志愿者的活
动和培训。通过这次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组织能力的重要
性，每一个细节都需要考虑到，才能确保整个活动的顺利进
行。

第二段



活动当天，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搭建了一个巨大的赛龙舟场馆。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大规模的龙舟比赛，也是第一次
参与其中。在比赛中，我感受到了其中的激烈竞争和紧张氛
围。队员们紧紧握住划桨，全力以赴地划动着赛龙舟，汇集
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我为他们的勇气和毅力所折服，同
时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这项传统运动的文化内涵。

第三段

除了赛龙舟比赛，我们还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其中，
粽子包制活动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我们学校老师为我们
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包粽子的材料和工具。我和我的同学们齐
心协力，将粽子包制得栩栩如生。在包制的过程中，我不仅
学会了制作粽子的技巧，还感受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大
家互相帮助、鼓励，最终完成了一个个美味可口的粽子。我
相信，这样的活动不仅能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还能增强我
们的团队意识和创造力。

第四段

在端午节活动中，学校还特地举办了一场关于端午节的讲座。
这场讲座由一位资深的教授主讲，他介绍了端午节的来历和
传统食品粽子的制作过程。通过这场讲座，我对端午节的了
解更加深入了。我知道了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古代伟大诗人屈
原而设立的，也知道了各个地方有着不同的庆祝方式和习俗。
这场讲座让我更加热爱这个传统节日，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个
传承千年的文化。

第五段

通过这次端午节活动，我除了收获到了各种知识和技能，更
重要的是懂得了传统节日的珍贵和传承的重要性。作为中华
民族的一员，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
端午节作为其中一个代表，传统的节日和习俗需要我们时刻



牢记。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积极参与各项文化活动，传承
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瑰宝。同时，我也将积极宣传和推广我国
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这份珍贵的财富。

总结：

通过这次端午节活动，我不仅在知识和技能上有了提高，也
更加深刻地了解和热爱了我国传统文化。这次活动不仅让我
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节日，也成为我成长的一段重要经历。我
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关注传统节日和文化的传
承，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为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做出自己的
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