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通用6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
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
大家分享阅读。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一

外国的粽子种类：

1. 越南的粽子：越南的粽子是用芭蕉叶包裹的，有圆形和方
形两种。他们认为，圆形粽子代表天，方形粽子代表地，天
地合一，大吉大利。端午节吃粽子可以求得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阴历端午节吃粽子。咸粽，用糯米加虾米、瘦猪肉、
红豆，再加半只咸蛋包成;碱粽，是用糯米粉加椰丝、虾米、
绿豆包成菱形，蘸糖吃;肥肉粽，用糯米、肋条肉、虾米、绿
豆和五香调料包成，煮熟剥壳切片而食。

2. 缅甸的粽子：缅甸人爱吃粽子，但不是和端午节联系在一
起的。粽子是用糯米作主料，用成熟的香蕉和椰蓉作馅。这
种粽子香气扑鼻，令人陶醉。

3. 柬埔寨的.粽子：柬埔寨的粽子称为“布袋粽”，它不用
植物叶包裹，而是取一个布袋，将糯米、赤豆、红枣等一层
隔一层地塞满布袋，然后扎紧口袋蒸熟。食用时剥去布袋，
用刀切着吃。

4. 泰国的粽子泼水节和雨季吃粽子，以甜粽为主。是用椰汁
浸的糯米加椰子肉、黑豆、芋头、地瓜，用芭蕉叶包成蒸熟
后再吃。泰国人包裹的粽子个头小如鸡蛋，因为是用绿色粽
叶包裹，所以蒸熟后呈淡绿色，味道十分清香。

5. 日本的粽子：在日本，人们包粽子不是用糯米，而是用磨



碎的米粉，其粽子的形状也与中国的不同，他们习惯于包锤
形粽子。称粽子为茅卷，在阴历五月五日吃，是用箬叶或菰
叶包米粉，成长圆柱形。

6. 朝鲜的粽子：朝鲜的粽子被称为“车轮饼”。人们把鲜嫩
的艾叶煮后捣碎加在米粉中，再做成车轮形状，吃时味道可
口。

7. 菲律宾的粽子：菲律宾人喜欢包长粽子，风味与中国浙江
一带的粽子不同。粽子还是菲律宾人过圣诞节必不可少的食
品。

8. 印度尼西亚的粽子：印度尼西亚人对粽子馅特别讲究，常
用鲜肉末加香菇、葱做粽馅。吃时香滑可口，多吃不腻。

9. 哥斯达黎加的粽子：哥斯达黎加的粽子是用经过特别加工
的带粘性的玉米粉为主要原料，配以鸡肉、牛肉、胡萝卜、
土豆等，有的还浇上牛肉汁，然后用新鲜的芭蕉叶包成扁方
形。

10. 墨西哥的粽子：墨西哥人也有吃粽子的习俗，他们把粽
子称为“达玛尔”。主料是粗颗粒的玉米面，用肉片和辣椒
作馅，用玉米叶子或香蕉叶子包成，别有风味。有“粽子
节”以欢庆玉米丰收，在节日中，家家户户用芭蕉叶包玉米
和牛肉、鸡肉、胡萝卜、土豆、辣椒等煮熟后食用。

11. 秘鲁的粽子：秘鲁人是在圣诞节时吃粽子，全家人围坐
在一起，边欢庆圣诞节，边吃粽子，甚至已出嫁的女儿也赶
回娘家，再尝娘家粽子的风味。

12. 委内瑞拉的粽子：每逢圣诞来临，委内瑞拉家家户户包
裹粽子，这已成了应节一景，届时，连平日卖点心的店铺也
堆满了粽子。这种粽子以玉米面为主料，以火腿、腊肉或香
肠为馅料，还加进橄榄、葡萄干，用新鲜蕉叶包成长方形，



每个重约半公斤，焙干蕉叶，粽子即熟，剥开粽子，清香四
溢。吃粽庆节，别有一番情趣。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二

经历多少春秋冬夏，风吹雨打，端午节在许多古节日中保留
了下来。它流传的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华夏民族的一种
精神。以下是关于端午节手抄报内容，希望大家喜欢!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今年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就
在这江南青青的色彩里、湿湿的雨季中缓然而来。在江南的
雨中，那清凉的春雨淅沥沥的一直下着，伴着我们舒缓闲适
地度过了这个美好的节日。

推开家门，一阵如风铃般清脆的笑声和着青青的粽草叶香味
便向我袭，一定是姐姐和妈妈正在包粽子。我看狗够黑豆也
仿佛受到粽草叶清香的诱惑，兴奋的在客厅里乱窜，似要嗅
上一口这个季节的味道。姐姐听见开门声响从厨房里跑了出
来。一见到我就扑过来抱我，连连说我又长高了，可是姐姐
依旧没变还是那么乐观依旧笑靥如花。

接着大家开始吃粽子，今年我们家的粽子形状可谓千奇百怪，
有方的有圆的还有像牛角一样尖尖得。大概是姐姐的杰作。
绿剥开墨绿色的粽叶，只见洁白如玉的珍珠团里镶嵌着几颗
深油红亮的玛瑙枣。绿白红三色相映衬，显得十分艳丽动人。
散发出淡雅的清香，咬一口，真是甜而不腻，黏黏而爽口。

端午节，是传统的节日，我固然不会忘记关于端午的来历，
不会忘记诗人屈原，不会忘记围绕端午的许多故事。小时候
每年的.端午节天空也会飘着牛毛细雨，而小小我总是倚在祖
母的怀里看着祖母娴熟的包粽子，认真的帮我做着香袋。

如今打开我的衣柜，还能看见一只红缎绸的香袋，它用五彩



线系着，香袋下面的穗子是用蒜梗和五颜六色的花布剪成的
小圆圈缀成的，是的这便是那年香袋是祖母为我缝制的只可
惜，如今物在人去，花落花开，莺归燕已十余个春秋。

端午!你给我带来需多快乐也勾起我对如烟往事的无限怀念。
端午的味道，是我难忘的回忆。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很期待过端午节。诱人的粽子让人垂涎三
尺，长长的米粒煮得泛黄，里面包了豆沙或枣子的陷。米有
些透明，也露出些泛红的颜色，四角倔强的翘着，可爱极了。
包粽子的叶子上沾满了水，也沁入一点米的香味。一口在粽
子上咬下去，满嘴便充满了米香，再咬一口，便会看到暗红
色的馅儿。馅儿甜甜的，有了米，这种甜也不腻了;米中融入
了枣或豆沙的香甜，也是别有一番滋味。我常常是吃得满
嘴“小胡子”，妈妈见了笑我是只“大脸猫”。我却不介意，
嘿嘿一笑，用舌头舔舔米粒，用手把嘴一抹就去找外婆了。
外婆会笑着看着我，慢慢挪动步子于床前，从枕边的针线筐
中取出几个香囊。那时外婆还只有我一个孙辈的孩子，分外
疼惜，所以每年都会有五六个外婆做的香包。这些香包各式
各样，在我记忆中，似乎没有重样儿的。外婆那时手还很巧，
会做很多种图样。有小鹿、老虎、蛇、壁虎的;也有太阳、月
亮、星星的;还有些花花草草的和心型的。他无论做什么，就
像什么，虽说没达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但绝不比路边买
的那些差。

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香包的那种味道，但那无疑是我那时的
最好饰品。犹如天花乱坠。小姨看着我，笑我臭美。我才不
管她说什么，依然“孤芳自赏”，跑去妈妈面前玩了。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三

唐·李隆基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长。

盐梅已佐鼎，曲糵且传觞。

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积长。

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

亿兆同归寿，群公共保昌。

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唐李隆基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

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

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凤化可还淳。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四

[唐] 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鹰;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挠。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五

端午节的习俗大致有吃粽子、赛龙舟、桂香袋、饮雄黄酒、
用雄黄蘸酒洒在额头上画王字、接女归宁(这一天出嫁的女子
都要回娘家)，采百草、插艾蒲、系五彩线……各地往往不一。

“端阳节碌忙人，剥粽蘸糖当早茶。苋菜落油和片粉，面筑
捣蒜拌黄瓜”。每当端午来临人们便芬芬包粽子，赛龙舟喝
米酒、插艾蒲、系五彩线，这便是我们郧县人民的风俗。

包粽子

包粽子喽，包粽子喽，我兴奋的叫着，可老妈不让我包，气
也，气也。就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不到两分钟就把老妈说
的`无言以对了。(不是吹的)老妈让包了，我又不会包，又想
放弃，莫不包上一两个怎能体现端午日的气氛呢?恒心突起坚
持要包上一两个，左手拿着一片竹叶，右手拿起大勺，怎么
包呢?要不偷偷窥探一下ok!悄悄瞄两眼“mygod，真简单，偶
会了”。再次拿到竹叶感到轻轻折叠成一个三角形，拿起大
勺，挖上一勺糯米，倒入竹叶中，再放上枣、花生、葡萄干，



包好用线扎好放入锅里渚一渚，经过一夜的沸腾，一个个香
喷喷的大粽子便出现在眼前，一闻，哇，真香，“口水直流
三千尺，不及粽子让我吃”。好诗，好诗，我在心中暗的想
着，莫不尝上一两个大粽子怎么对得起我的劳动成果。嗯，
好吃。

赛龙舟

“赛龙舟，嘿咻……”听那不是“龙头”在叫吗(带头)，看
五条长七、八米的龙船在江面上飞奔、腾舞，一条比一条勇
猛，船长可坐12至18个桨水，一个带头的，一个锣手。桨手
每人手持一支短浆，随着鼓声缓促为节拍，拼命的向前划去。
(我爸是桨手;三爹是带头的)带头人员双手左右挥动大声呼喊
到：“划龙船”，桨员人也跟着喊到：“嘿咻”，再加上岸
上人山人海的观众，可想而知呐喊助威声音有多大。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介绍我们郧县的端午日了。

你把你们的端午日也告诉了吧，就这么定了，ok!

端午节的手抄报内容文字篇六

同学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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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我们的节日》，那一个个传统、有趣的节日，正款款
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节日》一书，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
门，让我们通过另一个角度，去审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让我们更有理由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