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汇总5篇)
演讲稿要求内容充实，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在社会发展不
断提速的今天，演讲稿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那么你知道演讲稿如何写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
演讲稿模板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
的朋友。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
等;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投汨罗江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
统节日，更有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
术、白芷，喝雄黄酒的习俗。

粽子的种类非常多呢，如果按照地域分的话，大致有南，北
之分。另外，就是包粽子的叶子的种类，也有南，北之分。

粽子的南北之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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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干竹叶绑出来的粽子，
熟了以后没有竹叶的清香。

而北方人呢，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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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口味而言，北方的粽子以甜味为主，南方的粽子甜少咸多。

因为是放假，所以妈妈在家也忙着包粽子。准备了很多材料，
最主要的是粽叶、糯米，还有不同种类的“馅”，有蜜枣、
豆沙、红豆、鲜肉、花生米。

谢谢大家!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再过__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关
于端午节的由来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
人、爱国主义者屈原的节日。

屈原是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他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
在的时代是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面对连年的战
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却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
醉生梦死的生活。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
前的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了一系列的政治
改革。由此得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面对压力，屈原
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
争中显示了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之心。

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千年的时空，依然照耀着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机
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神，
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于这
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民
众和谐。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
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宽敞明亮的教室，学会珍惜我们的
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
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和平生活的向往，抛头颅洒
热血为我们拼搏才得来的。

最后我想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彼此勉
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



贡献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
呵护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另外，端午节就要到了，天气也越来越炎热，希望同学们注
意安全，不要在太阳底下追逐打闹，以防中暑;禁止同学私自
外出游泳，不要去江、河、塘、湖畔或工地积水坑等水边玩
耍、洗手、洗脚，以免发生溺水事件;实在想游泳，要有家长
的陪伴，要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如在身体过饱、过饥和过于
疲劳的情况下都不要下水游泳;下水前要用冷水淋浴身体并且
要做热身运动;入水要缓慢，使身体逐渐适应水温;在水中不
宜时间过长，要按时上岸休息，以防发生抽筋现象;游泳时不
要互相打闹、嬉戏;不了解水深及水底情况时，不要跳水;患
有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的人，不能参加游泳，以免发生意外。

总之，希望每一个同学牢记下面这句话：“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要好好珍惜生命。”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篇三

自20xx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自古以来端午
节便有划龙舟及食粽等节日活动。本站小编为你整理了20xx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希望对你有帮助。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国旗下的讲话的主题是：纪念屈原，过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那端午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端午亦称端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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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
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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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
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
午节的龙舟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
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
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
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
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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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
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
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
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为了传承屈原的爱国传统，所以，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大家。

同学们：

今年的6月16日是农历五月初五，中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吃粽子、尝咸蛋、赛龙舟等形成了端午节独特的风俗。

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可多了，其中，纪念屈原的说法流传
得最广。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出生在20xx多年



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他为人正直，学识渊博，在楚国担任重
要职务。因为他主张坚决对抗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
被楚王赶出了朝廷。屈原悲愤极了，在流放途中写下了许多
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最有名的是《离骚》。后来，秦国军
队攻占了楚国都城。屈原看到国破家亡的惨景，心如刀割，
他怀着满腔悲愤，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天，怀抱石块，跳
进了汨罗江。当时他62岁。

百姓们爱戴屈原，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后，纷纷划着船奔向
江中，去打捞屈原的遗体，但没能找到。他们怕江中的鱼虾
会咬食屈原的遗体，又纷纷把江米装迸竹筒，扔到水里，想
用江米喂食鱼虾来保护屈原的遗体。从此，每年的五月初五，
人们都会自发地来到江边，悼念屈原，还要划着船冲进汹涌
的波涛，象征人们争相打捞屈原遗体，以此来寄托对屈原的
哀思。久而久之，我国南方就形成了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
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屈原死了已有2320xx
年了，今天我们来纪念他，主要是学习他爱祖国爱人民、坚
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辉”的人格。

同学们，屈原因为热爱祖国、关心百姓疾苦而受到人们的爱
戴。当我们津津有味地吃棕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
记20xx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五月初五，泪罗江边，你——屈原，内心充满矛盾，充满无
奈，你是多么希望能够报效国家，为国捐躯，可是天妒英才，
不识人才得大王不给你机会，他昏庸无能，把大好江山毁于
一旦，你被眼睁睁地看着国土被一次次侵蚀，直到再无楚国
存在。大江彭湃，汹涌着向东流去，你的心随着这江水那样
起伏不定，江水流逝了多少沧桑，楚国已不复存在，而你更
感到前路茫茫。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你轻轻地哀叹，眼角间
流下难以掩饰的泪水，一滴滴那么晶莹，发出多么柔弱的泪
光，苍白的脸色中，勾住过往，遥望蓝天长长地哀叹一声，
无奈的吟唱起一句句诗歌，歌声响彻天地，似乎想激起高高
在上的人的“仁义”。悲哀的声音中，表达了你对国家、对
人民的热爱之情;表达了你怀才不遇的无奈心情;表达了你对
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哀怜之情!但不管你如何大声，可“伯
乐”却不知在何处，你的一腔热血只能演变成满腹悲愤。你
无奈，发出千叹万哀都言不了你那悲痛的心情!

泪罗江边，大风狂吹，江水更加汹涌，愤怒地拍打着江岸，
一男子轻轻一跃，就此殉身。

你，就是这一跃。从此，大地上就少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此，中国传统节日中就多了一个。你可知，就在你殉身之
后，有多少人为你而泪流满面，直至今日，仍有多少人为你
感概不已。你那可歌可泣的爱国情怀让我们赞叹不已，身为
炎黄子孙的我们一定会继承和发扬你的爱国精神。从你殉身
的那一日，“赛龙舟”便出现了，和“吃粽子”一起成为端
午节的特色，和你一起成为中国的传说。为了什么呢?为了纪
念你——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和缅怀你的爱国精神!

一本《离骚》，使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一个端午节，使
中华民族拥有传奇的一面;一种爱国情怀，更使中华人民的情
操更高尚!而这一切，都是源自你——屈原。或许在你投江之
前，你为自己无法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感到遗憾，但
是我想你现在知道你为中华民族的人民做了那么多事，一定
会感到很欣慰。

我为你而骄傲，又为你而悲哀。骄傲的是我们有这样一位伟
大的爱国诗人而自豪;悲哀的是时代的背景让你的才华无法施
展，正所谓“千里马”常有，而 “伯乐”却不常有，你是何
其不幸地遇到这样的“主”啊!



今天，我们仍然过着这，为的是纪念一位伟大的爱国诗
人——屈原!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篇四

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龙舟下水喜洋
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然而，随着时
代的变迁，社会节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
不再眷顾流传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
了“圣诞节”“愚人节”这样的节日，面对这种现状，我们
不得不感到悲哀，发出“端午节是否不再姓“中”这样的疑
问。

当我们还沉浸在西洋节日的欢声笑语中时，据可靠消息
说“亚洲某国准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节为本国的
文化遗产，目前已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无庸讳言，这些年来，我国的传统节日，似乎总离不开吃。
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
饼，春节更不在话下——大鱼大肉让你吃到不想吃。农耕社
会对饥饿的恐惧，形成了我国传统节日最鲜明的风俗——吃。
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人们正在奔向全面小康，什么时候
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的吸引力一下子失去
了特有的魅力。

其实，不光是传统节日，整个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
如今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挑战。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发达的文化传播
手段，积极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中国的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
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必须怀有敬畏之
心，必须高度重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才，中华文明
需要我们共同传承。同学们，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
日，让华夏文明在中国彻彻底底的红火起来吧!

谢谢大家!

端午节纪念屈原演讲稿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终人散空愁暮， 招屈
亭前水车注。” 刘禹锡这首《竞渡曲》记叙的是沅江一次赛
龙舟的活动。端午节，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酒，
龙舟下水喜洋洋。这些，都是曾经端午节上最热闹的活动,传
统节日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精神家园。
春节、端午、中秋节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彰显着全民
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中华民族分布如此广泛，却能保
持强烈的民族认同感，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节日民俗的存在。
这些节日已经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节日，体现着共同
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端午节"——到来之际,我们更应
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节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节
奏的加快，外来文化的大举入侵，中国人不再眷顾流传几千
年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圣诞节”“愚人
节”这样的节日。我们中华民族的许多优秀文化传统在漫漫
的消失或降低，我们的教育不仅要关注学生的语文,数学,英
语等科目的学习,也要关注古老深厚的传统文化。



现在，许多旅居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历经几十年甚至更长久
的国外生活,但是依然保持着我们的传统，他们虽然身在国外,
依旧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重阳节等我们的民
族节日.然而，现在我们国内的学生却喜欢吃的是麦当劳、肯
德基、巧克力;看的是日本的动画片及韩国电视剧，过的是圣
诞节等西方节日……我们的民族节日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
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索。

同学们，我们肩负着老师和家长的殷切期望，面对如此的现
状，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复兴中华文化，我们责无旁贷。我们
或许无法改变端午节已被韩国申报的事实，但我们可以用中
国传统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来勉励自己。当父亲或母亲
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时，你能否为他递上一杯热茶?当你的朋
友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能否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当你对
别人许下承诺时，你能否言出必行、信守承诺?当你自己在考
试中失利时，你能否不灰心不放弃，而是寻找原因，总结教
训?我们在做好这些平凡的小事的时候，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价
值，也传承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如果人人都做好这些平
凡的小事，那将会是一件不平凡的大事。

悠悠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就像一条历史的长河，我们不能让
它断流;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优良传统，应在我们的手中发扬
光大。让我们一起努力，用实际行动挽救中华文化。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端午节——让我们一起缅怀屈
原》。

暮色苍远，心绪蜿蜒，有谁在演讲时刻注视着你?

麦子金黄，演讲艾草幽香，有谁在时刻聆听演讲着你的呼吸?



冷艳的孤寂、凄切清冷的时光，在炙烤演讲着你滴血的心。

迷失的渔火，重演讲新点燃你对未来的期盼。

端午是竹叶的色彩，端午是艾草的青涩，端午是屈原的祭日，
端午是人们永远的牵挂!

端午，白日，枕着艾草做梦

我的胃里，一个蜜枣的棕子，正试图和古代息息相通

三千年前的棕子不是太甜，是太苦，需要用汩罗江的水来解
苦

但滔滔江水太远，救不了近渴

就是今天，一个声音告诉我，我是屈原的孩子

我的笔应该和屈原的血脉相连

但是我怎么也写不出

一只棕子如何香飘十里

粽子淡淡的清香，在艾草的苦味中飘浮。

笛声悠远，麦子饱满，汩罗江边，先生那愁苦悲愤的面容，
记忆犹新。

兴楚无望，为保高洁，你愤然跳入汩罗江。

你那悲壮的一跃

让泪流满面的诗句，飘散成绵延千年的梅雨，淋湿了后人的
思念



滔滔江水化作奔涌的激流，你大笔一挥，《离骚》、《天
问》、《九歌》等不朽的诗篇，

而你独自踏浪而去，让好多记忆日渐冷却，只留下一圈圈涟
漪，荡漾成五月的一个风俗

至今还依然震撼着世人的心灵。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国旗下的讲话的主题是：纪念屈原，过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端午节。那端午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端午亦称端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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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
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时至今日至少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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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影响最广的端午
起源的观点是纪念屈原说。在民俗文化领域，我国民众把端
午节的龙舟竞渡、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
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
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
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
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
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每年五月初，中国
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



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
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
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
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为了传承屈原的爱国传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谢谢大家。

同志们：大家好!

今天这次端午文化座谈会上，刚才，各位专家学者从端午节
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等不同角度做了精彩的发
言，讲得非常好。在此，我代表本次座谈会的主办单位向各
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感谢，并致以节日祝贺!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我国也把端午
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了。包括端午节在内
的中华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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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系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宝贵资源，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
统节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
创造力和凝聚力，对推动中华文化历史不断发展壮大起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源远流
长，它作为我国人民对以爱国诗人屈原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
和爱国先驱表达缅怀之情、崇敬之意的传统节日，以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周期性、民族性、群众性特点，深深地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人们抒发爱国情感，弘扬民
族精神的重要节日。我们这次座谈会就是贯彻中央精神的具
体行动。借这个机会，我就弘扬端午文化，凝聚爱国精神，



谈几点我自己的感受：

一、要突出爱国主义这一主题

端午节自春秋战国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究其由来，
说法不一，但以纪念屈原之说影响为最广最深。 也正是因为
利用端午节的各种祭奠活动纪念屈原，表达人们对屈原同情
和崇敬之情，才赋予了端午节浓浓的爱国情愫和民族情结。
可以这么说，屈原精神是端午节的节魂。因此，我们要引导
人们过好端午节，首先就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前，就要
进一步弘扬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同舟共济、共克
时艰的抗震救灾精神，一手抓好抗震救灾，一手抓好经济社
会发展的各项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上来，坚持做到抗震救灾、经济社会发展“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为建设以实力、活力、压滤机滤布
竞争力为标志的沿海经济社会强省做出各自的贡献。

二、要挖掘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经过五千年的文化积淀，我国形成了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我们要
深入挖掘端午节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即保持
民族性，又体现时代性。当前，组织端午节文化活动，至少
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是以端午民俗传统为主题，开展特色群众文化活动。比如
书法、绘画、摄影、征诗、评诗以及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等等。
特别要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爱国诗
歌朗诵吟唱、爱国诗歌散文征集等活动，引导人们感受传统
魅力，增强爱国主义情感。

2.是以普及民俗知识为重点，滤布 开展民俗知识讲座与展示
活动。如端午民俗文化系列讲座、包粽子比赛等等。



3.是以弘扬端午文化为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
跑旱船、武术表演，结合奥运会火炬在我省传递，积极引导
城乡群众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形成健身热潮。

4.是以除旧布新为重点，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如本站乡
群众正确认识端午插艾、佩戴香囊、饮雄黄酒等传统习俗的
科学内涵，结合城乡面貌三年大变样活动，通过大力整治庭
院居室、公共场所、背街小巷和城乡结合部的环境卫生，积
极引导城乡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态文明意识。

三、要努力营造节日氛围

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群众并不陌生，但要使广大人民
群众真正了解端午节，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宣传引导工作，
所以希望报刊、广播、互联网等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要安排
对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专题介绍，通过新闻报道、言论
评论、专家访谈、公益广告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
介绍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人文典故、传统习俗，使广大人民
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加深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和理解。同
时，要营造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深入宣传和报道各地组织
端午节主题文化活动的情况，通过创作、宣传体现端午节思
想文化内涵、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精品，制作播出反映
传统节日的影视作品，组织文艺团体深入基层开展文艺演出，
开展各具特色的节庆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节日文
化生活，营造浓厚的传统节日氛围，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端
午节、认同端午节、喜欢端午节、过好端午节，使端午节这
一传统节日焕发出新的生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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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首儿歌，就让我想起了端午节。每
年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是各种各样。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
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
和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
插于门眉，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
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饰，美
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

吃粽子、赛龙舟，这两样传统习俗共同编织了一个热热闹闹
的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