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感悟 端午节个人感想(模板5
篇)

学习中的快乐，产生于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深入。世上所有
的人都是喜欢学习的，只是学习的方法和内容不同而已。心
得感悟对于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可是应该怎么写心得感悟
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关于学习心得感悟范文，希望会对
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帮助。

端午节感悟篇一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每次到端午节，心里都会
十分的激动，这种莫名的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端午佳节世
界“非遗”的文化厚重感，更是因为她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
的文化滋养、因为她源于民族，回馈民族带给我们的自豪感、
因为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坚韧力。

端午节追求和谐，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力。我们都对端午节
特别熟悉了，但是究竟端午节有多少个别称，恐怕很多人回
答不上来。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叫法达二十多个，如有端
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当五汛、天中节、夏节、
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屈原日、午日节、
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五蛋节等等。

所有的叫法都有它的来历，例如：端午节“端”字有“初
始”的意思，因此“端五”就是“初五”。而按照历法五月
正是“午”月，因此“端五”也就渐渐演变成了“端午”。
《燕京岁时记》记载：“初五为五月单五，盖“端”字之转
音也。”端阳节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
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
的日子，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节”。重午节午，属十二地
支，农历五月为午月，五、午同音，五、五相重，故端午节
又名“重午节”或“重五节”，有些地方也叫“五月节”。



仅仅在它的名称上面就传达给我们这么多的信息，我想定是
因为端午节的文化包容力。

端午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极具代表性。有人认为
端午节是龙的节日。闻一多先生《端午考》考证端午节是古
代吴越民间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认为端午节实际上是一个龙的
节日。二说认为端午节是纪念楚国爱国诗人屈原逝世。三说
是据《礼记》载端午源于周代的蓄兰沐浴。四说认为据东汉
时期蔡邕端午节为纪念先贤介子推。五说认为宋代高承《事
物纪源》刊文端午源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于是日操练水军。
这是“端午十说”前“五说”。所有经由端午节引申出的历
史典故，文化典籍不计其数，世界上还没有哪个节日像端午
节这样富于文化“装载能力”，以端午节为核心的文化就像
太阳一样辐射出她的文化光芒。

端午节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
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_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_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审议并批准
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
界非遗的节日。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此
同时，在我们享受节日美好氛围的时候，端午节正潜移默化
的用她的热情感染着我们，这一天我们会吃粽子，赛龙舟，
挂蒿草、艾叶，登高、射柳等等，这一天年轻人又唱又跳，
老人们尽享天伦......

端午节感悟篇二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了，
这个节日是人们祈求健康的民俗佳节。

端午节又名端阳节，重午节。据传是纪念我国古代伟大诗人
屈原的日子。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楚国
大夫，爱国诗人屈原听到秦军攻破都城的消息后，悲愤交加，
心如刀割；毅然写下绝笔做《怀沙》，抛石投入罗江，以身



殉国。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前去打捞，沿水招魂，并将粽
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蚕食他的身体。这一习俗绵延至今已
有两千多年。

中国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五月节、给兰节、
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节等等。

写到这里同学们也有一个深入的认识了吧！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提高了，对
那些流传下来的传统节日视而不见，节日中的习俗也省略了
许多。长此以往，我们的许多节日就会失去了，我们的文化
也会被冲淡了。

面临着这些危机，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呼吁
人们要保护我们的节日，告诉人们这些传统节日对我们的重
要与影响，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作为中小学生的我们应该满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虽然我们
的祖国越来越强大，却仍需要我们这一代人昂扬奋发。回想
特殊年代里一个个民族英雄的伟大事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
维护祖国的尊严和荣誉。现在的我们还不能为祖国做出惊天
动地的贡献，可以从小事做起，心怀祖国，奋发起来，为祖
国献出自己的力量吧！

端午节感悟篇三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除了春节以外就数端午节最为热闹了，
由于父母工作都很忙，小时候我常常跟外婆一起呆在乡下。
那时的端午节使我难以忘怀。

与平时的过年过节一样，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晚上，外婆总会
让我乖乖坐在床边，给我讲一些过节的规矩，例如“不许乱
说话““不许偷吃冷粽子”“不许与小伙伴打闹”“不许玩



水”……我总是批频频地点头。外婆就让我早早睡下，好让
明天能有个好精神。

早晨，我早早地就起床了，穿好衣服就先奔向厨房，此时外
婆已把厨房里的一切都打理好了，灶台上绑着几捆桂叶和桂
绳，白白嫩嫩的糯米静静地躺在盛满水的小木桶中，像一粒
粒晶莹的珍珠，灶台上放着的几个小碟，里面盛着各种各样
的料：有花生、有豆沙、有肉、有红塘。

于是，我就坐在桌上一边

吃着早饭一边看着外婆忙碌着。

乡下的灶台是两边的，一边用来烧水，一边用来煮菜煮饭，
外婆就把早已洗干净的鸭蛋放入大锅里，用木瓢从另一个热
水锅里舀几瓢水放入大锅中，然后还细心地放入一小勺的盐，
接着就往灶里添了几根枯枝，便坐在了我旁边，开始给我编
络子了。

外婆的手由于长期劳动已经粗糙的像树皮一般了，但却不失
灵巧，三下五除二一个用红绳编成的络子就编成了。

此时，蛋也煮好了，外婆就捞起一个最大的用红纸沾水染成
了红色，再用干布擦拭干净，装进络子里，挂在我脖子上。
接着，外婆就往我兜里装着瓜子、糖果、花生，我往往十分
高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看龙舟赛了。

外婆总是把我送到大门口，嘱咐着要我快些回来吃粽子。我
总是一溜烟就消失了。

小伙伴们此时都差不多到齐了，由邻家的大姐姐当头，领着
我们这一群小毛孩到河边看赛龙舟。由于河道较小，所以就
只有两条的龙舟，每条龙舟都有13个人，12个人划桨，1个人
打鼓喊口号，“一、二、嘿呦，一、二、快快、”12个皮肤



黝黑的小伙子动作整齐地划着，两条龙舟你追我赶地向前驶
去。

可是，小孩子会知道看什么呢?我们只不过图个热闹罢了。女
孩子一般看了一会儿，便觉得无趣了，就坐在一旁分享起零
嘴，男孩子呢，则不然，他们总喜欢沿着岸边追着龙舟跑，
由于划桨的人力度较大，几乎每个男孩身上都有水花溅着的
痕迹。

锣响了，大概是舟到终点了吧，刚好东西也吃完了，站起身，
与伙伴们拉着手高高兴兴回家去。

尽管如今过端午节，母亲每年都会包粽子，编络子给我，尽
管母亲的`手艺一点也不比外婆逊色，但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

我真怀念儿时的端午节啊!

端午节感悟篇四

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我们村一年一度的赛龙舟了。

农历五月初六是家乡的龙舟节。我刚吃过粽子，就和爸爸妈
妈、哥哥一起来到潢涌河边看赛龙舟。河两岸人山人海。

下午2时，比赛开始了，龙舟随着鞭炮声起，来自各村的12条
龙舟一字排开。锣鼓声霎时震耳欲聋。河两岸顿时沸腾起来，
升空的气球、迎接的彩船、划过的龙船……构成了一幅绚丽
多彩的图画。你们看呀!那些龙舟多么威风呀!像凯旋归来的
胜利者。挠手们分别穿着红短衣、蓝短衣、黄短衣、白短衣、
青短衣……头上绑了块白布，上面写了几个字——“奋斗!奋
斗!努力奋斗!战胜困难!”他们如同军队一样威风。

比赛到了紧要关头，人们的心开始紧张起来，突然，从人群
中爆发出一阵阵“下二村加油!下二村加油!”的呐喊声，我



放眼看去，原来是下二村旗子的红队落后了，在观众的的支
持下，挠手们更沉着了，拼命地划着，下二村龙船，迎着汹
涌澎湃的浪花，“踏着”乘风破浪的强风，在潢涌大河上划
出一条长长的水纹，冲上了前头，其它龙船也你不让我，我
不让你，你追我赶。最后，下二村龙船一举夺冠。队员们团
结合作的精神鼓舞广大群众。

据说，赛龙舟是为了纪念楚国大诗人——屈原的：屈原生活
在春秋时代的战国时期，那时，七个皇帝各镇守一方,分别是：
楚国、燕国、秦国、鲁国、齐国、魏国、赵国。其中，北方
的秦国最为强大，虎视眈眈地想吞并其它六国，想成为中华
民族的霸王，屈原推兼楚国与齐国合并攻击秦国，但是，昏
庸的楚王不但不听的屈原劝告，还把屈原逐出楚国。

最后，楚国被秦国消亡了。屈原不任心看见楚国人民流离失
所，就在农历五月初五胸中抱着沉甸甸的大石头跳到旧罗江
自尽了。楚国人民听到这个消息后难以置信，纷纷划着小船
去救他，又害怕旧罗江中小鱼伤害屈原的尸骨，所以，楚国
人民用小竹筒装满糯米饭菜，希望江中小鱼不要伤害屈原的
尸骨而吃楚国人民做的糯米饭菜。故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流
传下来的。

赛龙舟需要队员们同心协力、奋力拼搏才能划得快，它宏扬
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也发扬了我们中华民族的
美好精神。难忘的端午节。

端午节感悟篇五

我走近一看，原来是在包粽子啊!我恍然大悟今天是端午节
啊!我去洗了手，挤进奶奶和奶奶的中间，只看见一些绿绿的
苇叶、黄黄的糯米、红色的豆子和一捆捆线。我寻问奶奶粽
子到底怎么做?奶奶用柔和的声音说：“首先把苇叶围成一个
漏斗形状，把糯米放进去，然后按住再裹起来，最后用线捆
起来。看一个粽子就做好啦!”我看着奶奶的做法也随手拿起



了两片苇叶开始包了，我好不容易把苇叶包成了一个漏斗形
状了，我把糯米放进了皱巴巴的苇叶里。咦，为什么糯米会
从下面漏出来呢?我低头一看原来底下有一个很小的洞，我轻
轻地把苇叶收紧一些，可是天不从人愿苇叶破了。“唉!”我
开始不耐烦了，奶奶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走过来对我
说：“宝贝，别灰心，多做几次就会了。”说着奶奶拿起叶
子包了起来，看，小巧玲珑的叶子在奶奶的手中变成了一个
绿油油的大粽子。我惊呆了，奶奶包粽子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我暗暗下决定：我一定要把这粽子给包好!

经过几十次的失败我终于包出了一个像样的粽子，不管它很
难看，但是我还是很欣慰的，因为它是我经过几十次的失败
才包好的。

奶奶把粽叶放在已经煮开的开水中，烧上个几分钟。我问奶奶
“为什么要把粽叶放在开水中煮?”奶奶说：“等一下，包起
粽子来好包一些。”奶奶又把糯米浸在水中，浸好后，奶奶
在糯米中倒入适量的酱油搅拌均匀。糯米好了，该新鲜的猪
肉上场了，奶奶把猪肉一块一块切得特大，因为我最爱吃粽
子里的肥肉。

材料准备好了，该开始包粽子了。奶奶把准备好的材料放在
桌子上，奶奶动手了，她把粽叶捥成一个三角形，在三角形
的底部放上一层糯米，在中间夹上一块肥肉，上面再铺上一
层糯米，把多余下来的粽叶，盖上，再用线，一圈一圈的包
紧再打上结，四只粽子为一串，奶奶一个小时不到就包了几
十串。我看奶奶包得那么的轻松，自己也想包一个粽子，自
己怎么包也包不好，奶奶在催我“快点，快点，要蒸粽子了。
”我在奶奶催促下包好了一个粽子，这个粽子真是难看。哪
能跟奶奶的相比呢!

开始蒸粽子了，奶奶把一个个粽子放在锅里煮。我烧火，我
烧了个两个小时多，粽子虽然熟了，我烧得却像两红苹果似
的，通红通红的。



粽子蒸好了，我开始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了，一揭盖，一阵
一阵粽香争先恐后地扑鼻而来。我拿出自己包的粽子，虽然
有些糯米露出了，但一吃，好难吃，但我把那只粽子吃了。
因为那是我自己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