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演讲题目(大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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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一

敬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国旗下讲话的内容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同学们，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今年的端
午节是x月x日，也就是本周。关于端午节起源的传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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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才干，在楚国担任了重要职务。因为他主张
坚决对抗秦国侵略，而受到打击、排斥，还被楚王赶出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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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失地千里，尸横遍野。屈原心如刀割，他不愿意看
到国破家亡的惨景，就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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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
的习俗。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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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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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子、观看赛龙舟时，不要忘记20xx多
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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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端午节放假为xx，也就是本周，周x
正常上课，上周x课务。在放假期间请同学们要注意安全，特
别是最近流感比较严重，尽量少去公共场所。最后，祝同学
们过一个愉快的、安全的端午节。

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二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早上好！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纪念传统节日，传承传统文化。

众所周知，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
多故事。屈原的国家楚国被入侵，屈原跳江身亡，屈原死后，
楚国人民划着龙舟，把粽子和鸡蛋扔进河里，不让鱼吃屈原
的身体。



最常见的是用糯米或枣子包粽子。我记得，在幼儿园，端午
节前举行了一次包粽子，当时我和奶奶都参加了。每逢端午
节，社区还会组织各民族居民一起包粽子。

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习俗。每年电视上都有龙舟比赛。

我从我母亲那里听说在她的家乡有很多活动来纪念端午节。
例如，清晨用艾叶、艾草、冬瓜插在门上洗手洗脸，用草药
做一些包，给小孩子戴五彩线，煮鸡蛋，包粽子等，欢欣鼓
舞。总之，这个节日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大的民间节日。

在端午节之前是中国的儿童节日，每年人们都会拿五彩线团
五彩球，在每年的五月初五的后一个雨天，人们会把球扔到
下雨的地方，传说这样活给人带来好运。

我国历来重视传统节日。近年来，端午节作为法定节日，全
国人民庆祝的传统节日。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的是，有很多人忽视了中国的传统节日，
喜欢外国的西方节日，如圣诞节，愚人节，万圣节，这是不
提倡的，我们是中国人，每个传统节日的背后有着深厚的传
统文化，每过一次传统节日，身心都受到洗礼，我们应该自
豪自己是中国人！

同学们，屈原的故事离我们很远，但他的爱国情怀却离我们
很近。热爱伟大的祖国，建设美丽的家园，我们需要每一代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是祖国的未来，要努力学习，成
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谢谢大家。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三

亲爱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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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四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

农历的五月初五，俗称端午节。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
统节日，这一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变为吃粽子、赛龙舟、
挂菖蒲、艾叶、喝雄黄酒。据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屈
原是我国最早的爱国诗人，他的代表作是《离骚》。屈原因
为爱国的伟大报负得不到实现，郁闷中跳汨罗江自杀了。人
们怕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了，就包粽子扔到江里给鱼虾吃。
于是有了现在吃粽子的习俗。

今年的端午节，为了纪念屈原，我也学会了包粽子，包粽子
的过程可真够复杂呀！先把粽叶子煮一下，再把粽叶放在清
水里泡，然后淘米，把馅拌进去，就开始包了。把粽叶放在
手心里，折成一个三角形，这时候用米把三角形填满，把多
余的地方一折，然后用草扎紧，这个粽子就包完了。现在放
进锅里，放满水，煮二小时就可以吃了，包粽子的过程总算
好了。

我们的粽子总算能给江底的鱼虾吃了，它们再也不会吃屈原
的身体了。

为了永远记住屈原的伟大，我们会把这一习俗沿袭下去。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五

端午节是我们传统的节日，为端午节做演讲，怎样的演讲稿
比较合适呢?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演
讲稿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老师们、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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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文
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
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
日本或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
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
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
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
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
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
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
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
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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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

再过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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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在的时代是
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的楚国在列强环视的
状况下，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墨守陈规，没
有改革的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
的国家抛在了后面。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
阶级采取的办法是偏安一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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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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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秉持宁折不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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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光耀在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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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来之不易，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
宽敞明亮的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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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净了自鸦片战争之后弥漫在中国人民头上
的阴霾，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拼搏来的。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玉可碎而不改其白，
竹可黄而不毁其节。”，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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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后天就是 五月初五，也就是我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关
于它的来历，民间流传的大约有四、五种说法，但迄今为止，
影响最广的是纪念屈原说，我想不少同学都有一些了解，老
师再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来历。



据《史记》记载，战国末期楚国大臣屈原，他倡导举贤授能，
富国强兵，联齐抗秦，却遭到其他贵族的反对和排挤，屈原
被迫离职，还被赶出都城。他在流放期间，写下了《离骚》、
《天问》、《九歌》等忧国忧民的不朽诗篇，后来，秦军攻
破楚国都城，屈原眼看着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悲愤之
下，于五月初五，写下绝笔《怀沙》后，投汨罗江而死，楚
国百姓得知消息后，划船拯救，将饭团等食物投入江中，希
望鱼吃饱了，不要吃掉屈原，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被定为
端午节，端即是“初”的意思，人们也以吃粽子，喝黄酒来
纪念屈原。

也许，这古老的传说你早已听过无数遍，今天也无法让我们
非常感动，但是，一度炒得沸沸扬扬的中韩端午节“申遗”
之争恍如昨日刚发生的事，最后以韩国成功申请为“人类传
说及无形遗产”而告终。虽然专家称“人类传说及无形遗
产”是全人类共享的，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别国认同，并非坏
事。但毕竟“端午节”一词还是被别国抢先一步给端走了。

这件事情无疑给国人敲响了保护中华文化的警钟，祖先留给
我们的灿烂文化，有很多正濒临消失，有的甚至已经失传，
如世界三大艺术门类：西班牙的舞、意大利的歌、中国的戏
曲。而中国戏曲现在有很多剧种已经失传，我国有着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的赫哲族目前只有4000多人，能掌握自己民族
语言的已不足几十人，整个赫哲族都在濒临消失，更别说民
族文化了。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而现在我们不得不向
日本人购买高质量的宣纸。试问，将来我们连过节都是要过
别人国家的节日，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我们的祖先。

所幸近几年，国家也越来越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将一些重
要文化遗产纳入国家保护单位加以保护，20xx年国家将清明节、
端午节、中秋节设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教育部还对中
小学音乐课进行改革，在20多所学校尝试京剧进课堂的做法。
刚刚过去的6月11日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日。但这些做法都
还只是杯水车薪，甚至还引起各种争议。



传承中华文化需要广大民众的共同支持。在经济日益发展的
当代，传统文化并非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相反更是我们这个
时代所必需的，它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巨大
的意义，是一个民族坚强的精神支柱，孔孟思想的指导价值
对世界文明都有着巨大的贡献，时下，一些消极颓废的文化
把人们引向歧途，道德缺失、人情冷漠、心灵空虚已成为社
会的症结，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歹徒砍杀学生这些悲剧的发
生更加向人们昭示社会精神文明的缺失。

后天就是端午节了，一起来好好度过一个中国的传统佳节，
是我们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到的，节日除了是一种欢庆活动外，
更代表着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为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
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传统节日背
后积淀的是千年不变的民族精神。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热爱我
们的传统文化，让优秀的中华文化滋润我们的心灵，做一个
真正的炎黄子孙，传承和延续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让
华夏文明在世界大地上永远熠熠生辉。

最后，祝老师们、同学们端午节快乐!祝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谢谢大家!

端午节演讲题目篇六

年年岁岁端午节，分分秒秒幸福时。一起来看看小编为大家
整理的传统节日演讲稿端午节，欢迎阅读。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端午节，现在的已经作为我国法定假期了，这充分证明我们
要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的重视度增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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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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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守着“聚宝盆”却不善于保护和
挖掘。比如文字，当代青年有几个熟识并能运用繁体字?连文
字都不认识又如何了解古代文化?再比如造纸，我国造纸工业
化生产的结果是传统手工业的流失，许多高质量的宣纸要到
日本或韩国才能买到，他们不但继承了我们的传统造纸技术，
还有新的发展。就拿端午节来说，它已融入各个临近国家的
文化中，形成了独特的生命力——在新加坡，每年端午节举
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在韩国，端午节被称为车轮节，
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
着眼于创新，却往往容易忽视对传统的坚持，文化的缺失必
然导致精神断层甚至扭曲，而精神文明的再次断层又将带来
什么?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面临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今天，该如何保护与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显然
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现时的洋节兴盛与传统节日衰
弱间的反差，更凸显了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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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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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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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这一天人们必不可少活动，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
佩香囊 ，赛龙舟。今年的6月9日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也将迎
来我国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那么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大夫
屈原情系百姓，心忧天下，当他得知楚国被秦军攻破后，就
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江自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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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打捞他的尸身，就有了后来赛龙舟的风俗。百姓们把用楝
树叶包裹，外缠彩丝的饭团投入江中祭奠屈原，就成了我们
现在吃的粽子习俗。于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月就被定为端午
节。端午时节，千家品粽，万户悬囊，人们纷纷挂艾草、佩
香囊 、赛龙舟、办诗会，来纪念屈原，庆祝节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越来越多的渗入了我们的
生活，这曾经最热闹的活动，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我们似乎
不再眷顾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圣
诞节”“愚人节”这些西方节日。当我们还沉在西洋节日的
欢声笑语中时，20xx年，韩国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午
节为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听
了这些，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
的得失，不仅仅是少了几项庆祝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
每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
和洗礼。而如今，这个我们过了二千多年的传统佳节眼瞅着
成为了他国的国家遗产，我们将是怎样的尴尬与无奈。

中国的传统节日异彩纷呈，文化内涵丰厚，它们留存着先民
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须怀感
恩之心，敬畏之情。同学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中华
文明需要大家共同传承，并且发扬光大。希望大家不要冷落
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华夏文明在神州大地彻彻底底的
辉煌起来!谢谢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你们一定听过这首诗吧?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

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

旧俗方储药，赢躯亦点舟。

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这首诗描写了南宋诗人陆游在端午节这天的生活习惯。作者
吃粽子，插艾枝，储药、配药方、祈祷这一年能平安无事。
从中也反映出了江南端午节的风俗。

作为中国古老文化节日之一，端午节文化不管在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过去，我对端午节的
知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寒假里，我读了《我们的
节日》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端午节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这本书当中得知，端午节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节日中，名称
最多的：端午节、端阳、重五节、夏节、天中节、五月节、
诗人节等。端午节的来源也有很多种，有纪念屈原说、龙说、
纪念伍员说等20多种。

其中，最流行的是纪念屈原说。据说，公元前278年，秦军攻
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含恨抱石头投汨
罗江而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每年这一天纷纷
涌到江边去凭吊屈原，所以在每年五月初五就有了赛龙舟、
吃粽子、喝雄黄酒、悬艾草的风俗。其中赛龙舟最有特色，
那争先恐后的激烈场面就像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一样，几千
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

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端午节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中
华民族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天她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们德清，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的门上，都会挂上菖蒲、
艾草，据说可以辟邪消灾。各家各户自然也少不了包粽子，
那透着浓浓竹叶清香的粽子，是我们孩子们的最爱，枣子棕、
火腿棕、赤豆棕……一个个引人垂涎三尺呢!有的地方，人们
还会佩带着香袋，姑娘们以这五彩缤纷的香袋做饰物，既香
味袅袅，又让自己变得更美丽动人，走在大街上自然引来了
不少小伙们留连的目光。

偶然间，我从网上看到去年，韩国打算向联合国申报端午节
为他们国家的遗产，我非常惊奇，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
羞辱，端午节是中国人的，怎么可以让给别的国家去申报呢!



这可能跟有些人喜欢过洋人的节日有关吧!我想，我们应该行
动起来，为保护宏扬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
份力吧!

谢谢大家!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好 !

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端午节刚过，但屈原的
故事我们长留心间。

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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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光耀在中华
大地。端午节是纪念诗人的节日，是爱国的节日。因为爱国
诗人屈原五月初五投汨罗江。屈原沉江后，古人将竹筒装米
投入江中，万舟齐发、呐喊鼓乐吓退蛟龙，以此表示对屈原
的崇敬和怀念，后来演变成为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经过
千百年的传承，屈原的爱国主义情怀与端午节的人文内涵已
密不可分。端午节成为中国人传递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的重
要仪式。

屈原热爱祖国，关怀人民，忠诚正直，信守芳洁，追求光明，
舍生取义。他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屈原精神就是表率万
世、积厚流光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
精神铸造了我们的灵魂，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源泉。
它积淀了悠久的道德文化遗产，它蕴涵着丰富的人类道德精
华，它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人格和真善美的追求，它昭示着中
华民族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古往今来，端午节纪念屈原，弘扬民族精神，抒发爱国情怀，
已成华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共识，赋予端午节爱国主义情结。
同学们，当你向老师、长辈和客人彬彬有礼地问好的时候;当
你向有困难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当你学会向父母表达
自己的一份孝心的时候;当你学会珍惜每一粒粮食的时候;当
你学会"宽于待人，严于律己"的时候;当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
误的时候;当你志存高远而又脚踏实地的时候……你所做的一
切，这就是在承继和弘扬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 现在，端午
节被列入国家法定节假日，也正向联合国申报“人类口头遗
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但是
现代人如果只是吃粽子，或是看看电视里的划龙舟，就失去
了端午节原本的意义。每过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和洗礼。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之
才，中华文明需要我们共同传承。

让我们永远纪念中华民族之魂，不断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