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感悟心得(优质5篇)
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受到启发后，应该马上记录下来，写一篇
心得感悟，这样我们可以养成良好的总结方法。我们想要好
好写一篇心得感悟，可是却无从下手吗？那么下面我就给大
家讲一讲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端午节感悟心得篇一

今天是端午节，五月五和6月6号同一天的日子。有人说，这
个日子再次重现的'时间是168年。我们无法活到168年后的今
天，但我真心的希望，这篇文字可以保存到那个时候。不需
要人们记得我，只需要记得文字里面的女生。那个可怜的女
孩子，那个如果活着大概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

我想，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很好奇，我所说的这个女生是谁
吧好了，不让大家瞎猜了。她的名字叫刘思影。

或许，听到这个名字依然没有几个人记起这个人是吧毕竟，
十年过去了，十年时间，忘记一个人亦或是让一个不相干的
死人淡出自己的记忆是多么平常的事。

我想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了，起码不会再为这些在常人看来正
常不过的事情而抑郁无奈了。似乎我也变得无情了很多吧。

也行刘思影不值得让大家所记得，那么十年前******的自焚
事件，大家还记得吗那场大火不但带走了一群愚昧无知的大
人还带走了一个天真幼小的孩子啊，全身烧伤达40%。虽经北
京积水潭医院全力抢救，终因伤势严重，于20xx年3月17日不
幸身亡。

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就这么离开了人间，她去了什么地方，
我们都无从获知。只是，能做到的，就是替她祈祷，下辈子



可以幸福快乐的活下去。不会再有灾难，痛苦陪着她。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生活在世间，就有权利让世界、人们记
住她——哪怕是像昙花那样的匆匆一现。我所庆幸的是我还
记得她，过了十年的波折坎坷爱恨情仇。原来在我心里还记
得这个女孩子，这个和我素昧平生的女生(和我一样大，我真
无法定义给你的称谓了，姑且称你为女生吧)。

端午节感悟心得篇二

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这“端午节”有个来历，传说从前有一个叫屈原的伟大爱国
诗人，因为反对妥协，主张联齐抗秦，受到楚国权臣的打击
和陷害，先后遭到杯王和顷襄王的贬谪和放逐。屈原离开郢
都以后，沿长江东下，踽踽独行，颜色憔悴，披着长发，过
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会是这样黑白混淆，忠奸颠倒，美丑不
分。他禁不住内心的愤怒，一面大声呵斥吟诵，一面提起笔
来，洋洋洒洒在石壁上写下一篇奇绝千古的《天问》。他深
知自已无法同现实调和，最终自投于汩罗江，结束了他悲壮
的一生。

当地老百性都十分尊敬和爱戴屈原，生怕他的尸体被鱼吃掉，
就投下一种用棕叶包米的东西—粽子喂鱼，好让鱼不去吃屈
原。以后，每年都以此方法来纪念屈原。

今日正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我一大早就闻到浓浓的粽子清香，
于是赶紧洗濑，急不可待地坐到餐床边津津有味地吃起了粽
子。我想：为什么象屈原这样的忠臣要被放逐，还要遭到坏
人的打击和陷害，那些奸臣为什么不会研究国家会不会被人
家吞并掉，总有一天，国家肯定要栽在他们的手里，还有那
个笨大王，怎样也不明白屈原是个忠臣呢，真是笨。虽然心



中替屈原打不平，但一点不影响我吃粽子的好胃口。

我以后要学习屈原，必须要做一个能为祖国做贡献的人。

端午节感悟心得篇三

每年的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团聚在一起吃粽子、包粽子，
看赛龙舟。今年的五月初五，我们一家也团聚在一起。奶奶
和我在厨房里包粽子。爸爸和姨夫们在一起打麻将、斗地主。

而妈妈和姨妈们则在一起聊天，而只有奶奶和我在厨房里心
得不亦乐乎。 

终于，我们包完了，我数了数我的，又数了数奶奶的，发现
奶奶比我少一个，我顿时高兴的一蹦三尺高。这时奶奶走了
过来，对我说：“孩子，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
参加了，如果你赢了也不能骄傲，只有沉着冷静的人，才能
成为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奶奶的这番话语，深深地藏在了
我的心底里，令我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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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感悟心得篇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节日，更是绵延着东
方文化所特有的魅力，仿佛一架古色古香的古筝，宫商角徽
羽，弹拨抚滑间流淌着一曲悠长又清丽的`韵律。

伴着那一排排青铜质地的编钟，在遥远的历史尽头，某一个
时刻敲响，浑厚而雅致的左音右韵，由远至近穿越沧桑的纤
尘，在一脉脉古音的涟漪层层叠起中，我仿佛置身在战火纷
争的楚地，夜空有飞鸟掠过的痕迹，细碎的月光随着一颗闪
亮的星辰陨落，风陈肆无忌惮地一浪浪袭来，眼前的画面在
沙漏的渐远声里一幕幕切换，一缕揉碎的清香拂过我滚烫的
脸颊，在这断续的栀子花的暗香里，我终于望见了你。

在汩罗河摇动的水波里，早汩罗河吐蕾的睡莲里，在汩罗河
一桨一桨的渔歌声里。

那是你吗?带长狭陆斋，冠切云崔巍，被着明月佩着长剑，离
开浑浊的朝堂，放逐在祖国的山水件，一人独醒。



那是你吗?朝饮栏坠露，夕餐秋菊落黄，自顾高驰在黑白的世
道，是非的人世间，只因为心之所善，而虽九死其犹未悔。

那是你吗?质问天地万象只理，寻觅存之兴废之端，不屑贤凶
善恶之报，不惜假借神奇鬼怪之说，用沙哑的喉咙，追求一
个人神共知的真理。

不!虽然你曾长太息以掩涕，但你是哀民生之多艰，虽然你曾
叹日月忽淹惜草木零落，但你操吴戈，被犀甲，带长剑携秦
弓，虽然你也曾恐惧美人迟暮，呐喊无人旁听，但你依然在
车交错中奋勇争先，即使身首相离，也要让魂魄为鬼雄。

这就是你，一个真实的你，一个执著的你，一个愤怨的你，
一个上下求索的你，一个坚贞不屈的你，正是这样的你，是
支离破碎的祖国，是饥寒交错的百姓所必须的你啊!

屈大夫!然而，你终于没有机会在旗蔽日的战场，在枪林矢雨
的搏斗中完成你热血最后的喷溅，当国被践踏，当生灵被涂
炭，无助的你无奈地选择的纵身一跃。

是的!就是这样震撼世人，撼动朝纲的纵身一跃，就这样被定
格成所有中国人两万五百年前的最揪心的一次感动，而你也
把自己定格成为了历史长册最孤独的一带风景。

两千多年了，粽香飘遍了大江南北，两千多年了，龙舟的蒿
子也震彻了五湖四海，屈大夫，我想扶一扶你高峨的冠带，
在这伟大复兴的号角声里，屈大夫，我想解下你的长剑，凌
空一指，让剑峰刺透黑夜，光耀出一道眩目的闪电，屈大夫，
让你的真诚和执著给龙舟上的鼓点增添力量吧。让你的爱国
和爱民给糯米上增添粘度吧。让你的激愤和无奈门头的苦艾
增添灵光吧。同为我们曾同你而疼痛，更重要的是，我们同
为你而满腔豪气。

是的，屈大夫，我们记住了你。



是的，屈大夫，我们记住了你，我们也记住了端午。

因为，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高峰里最惹眼的突起。

端午节感悟心得篇五

“桃儿红，杏儿黄，五月初五是端阳，粽子香，包五粮，剥
个粽子裹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五月五是端午，门
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儿时的歌
谣至今还记忆犹新，久久回味。小时候每过端午都非常兴奋
因为爸爸妈妈一定会带我去买衣服，每个小孩子都会穿新衣
服。孩童时在乡下农村的时候，每到端午节之前，每家每户
都要开始为包粽子准备了，因为在我们那里，这个时候刚好
也不是农忙季节，可以比较休闲地准备过节了，感觉就好象
要过年一样，其实上我们在节日到来好多天前就已经有氛围
了。煮棕叶、熬生米、切好猪肉和准备好咸蛋，然后一家人
喜乐融融地在一起开始包粽子，那个年代，那个时候，我们
这些小孩子是最快乐的一群人了！

在当时，乡下里过节包粽子喜庆欢乐的时候，很多人应该只
是把节日当作一个简单的传统日子，但若要问到端午节的由
来，有什么样的纪念意义，我想很多人都不一定回答得上来。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
已有20xx多年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纪念屈原之
说，影响最深最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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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
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
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
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



（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
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
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
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
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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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许久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逢此节，过节的心情和感受
都不一样，但一样的是，每一年单位都给每一个干部职工发
送粽子、皮蛋和咸蛋，单位这样的人性化的节日关怀让大家
感觉到一丝浓浓的温暖，很有人情味！这些年来，我们这代
人，端午节的节日概念与氛围逐渐慢慢淡去，感觉到周围也
没有太浓烈的节日氛围了。

中国有太多的节日，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比如正月十五，是
一年之中的第一个月圆日，值得庆贺，于是有了元宵节；八
月十五是一年中月亮最圆最亮的日子，于是就有了中秋节。
三月初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于是就有了女人节；七月初
七，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就有了女儿节，还有鬼节七月
半....等。

中国节日有着它的文化内涵，并不是表面的吃喝与仪式，而
是渗透在吃喝里面的每个节日意义和深厚的浓浓情。但也不



外乎，中国人最注重吃，最盼望吃。因为，中国五千年的历
史是多灾荒多战乱，民不聊生，食不果腹，从而使得民以食
为天，社会问题吃饭最大。发展到了近代，仍然是“三民主
义，民生第一”，因此，街坊邻居见面打招呼第一句，就是
关切地问候：“您吃了吗？”

中国这个实实在在的传统，也影响了关系密切的欧洲，只不
过人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追求的层次更高，俄罗斯人见面
说的是：“祝您胃口好！”，英国人见面就祝福“好肚！油
肚！”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
家流落在街头”，这是社会贫富悬殊的写照。然而到了节日，
则是家家尽欢，无论贫富都要过节，也都能过节，就像王宝
强的歌中唱道“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买不起红绒花的杨
白劳，也要买上二尺红头绳，用王大婶送来的玉米面也要包
一顿饺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