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节节的故事 绘本故事清明节教案
(优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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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一

1、了解清明节的来历，知道清明节的日子及习俗，乐于参与
清明节的活动。

2、初步了解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怀念先祖、尊重
长辈等。

3、敬仰怀念革命烈士，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教师讲述清明节的由来。

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
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
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
育活动的习俗。在古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三月节”。

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
把清明放在冬至后第108天，是有很深的含义。清明的得名，
不仅缘于万物此时的生长清洁明净，也缘于这一时期的太阳



也是清新的太阳，流转于这一时期天地之间的阳气，也是清
新的阳气。

二、(1)教师讲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许多革
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为了后人永远记住、永远怀念这些革
命英雄，在1949年3月30日在广场树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

(2)现代英雄：抗洪救灾、抢险救火、保卫国家生命财产等等
许多现代英雄也献出了生命。

三、与幼儿交谈：清明节有那些习俗?

运动习俗：踏青、荡秋千、打马球、放风筝、蹴鞠、插柳等。

饮食习俗：吃冷食、吃鸡蛋等。

1、家长和孩子一起背诵古诗《清明》。

2、请家长再为幼儿讲述清明节的来历。

3、家长带领幼儿踏青，并为去世的亲人扫墓。

【相关阅读】

【清明节十大传统习俗】

清明节的习俗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
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寒
食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
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清明节，民间忌使针，忌洗衣，
大部分地区妇女忌行路。傍晚以前，要在大门前洒一条灰线，
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
离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
的节日。



传统习俗一：扫墓祭祖

中国历，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
续不断的风俗传统。就是到了今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
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
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
先人的怀念。

传统习俗二：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传统习俗三：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传统习俗四：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传统习俗五：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传统习俗六：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每年蚕花
会人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
凳、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
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传统习俗七：拔河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
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
清明节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
俗的一部分。

传统习俗八：踏青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传统习俗九：放风筝

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在古人那里，放风筝不但是
一种游艺活动，而且是一种巫术行为：他们认为放风筝可以
放走自己的秽气。所以很多人在清明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
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
让纸鸢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病、秽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传统习俗十：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
清明节叫做“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二

相传，在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晋献公，他有个妃子叫骊姬。
由于骊姬的儿子奚齐想继承王位，骊姬便千方百计地设计谋
害太子，太子申生被逼无奈，只好悬梁自尽了。骊姬奸计得
逞之后，又想杀害申生的重耳，重耳听到风声就连夜慌忙逃
出了皇宫。

在外流浪了十九年，重耳得知骊姬已被诛连九族时，便回到
皇宫执掌了政权，这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读后感。晋文公把
以前忠于自己的人，都封官加爵，却唯独忘了介子推。后来
一个人说起了介子推，晋文公才猛然想起了他，就派御林军
出去找他，然而，并没有像想象的那么顺利。御林军去介子
推家三次都家门紧锁，晋文公就亲自去他家，不想，介子推
却背着老娘，二人一起逃上了家对面的绵山。有人给晋文公
提议说：“我们把这座山三面点火烧了，只留下一面不烧，
介子推就会从不烧火的一面下来的。”

晋文公果然采用了他的意见，照他说的方法做了。结果，大
火烧了三天三夜，仍然不见介子推的影子。等到大火熄灭后，
御林军就上山去看，只见介子推和他的老母亲，抱着一课烧
焦的柳树而死了。这棵柳树的树洞里有一片衣襟，上面写着
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名。

后来，晋文公为了纪念介子推，把放火烧山的那天定为“寒
食节”，把第二年去祭拜的那天定为“清明节”。唐朝时，



人们把寒食节和清明节合二为一，就是现在的清明节。在民
间清明节里就有吃寒食的习惯了。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三

清明的雨失去了竹子的清明，总觉得缺少太多的韵味。但，
在遗憾中突如其来的雨，却又让我对清明有了重新的体会。
那年的清明，我在外地友人那里寄居。或许是觉得我有些落
寞吧，便邀上我一起去扫墓。那日的天空，一片阴沉，雷声
隐隐，或许，是要下雨了吧。萧瑟的野草，低矮的`坟墓，坟
头的压钱，坟后的黄纸，墓碑前的祭品，蜡烛与纸钱，还有
那白色的幡，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熟悉，熟悉地有些冷漠了。
走过童年之后，我再不怕坟墓了，也曾深夜里在山里行走，
也曾在陌生的坟墓边上小憩，这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了。是啊，
清明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祭之丰不如养之薄”，生前对
待自己的亲人好一点才更重要，死去之后，再多的形式又有
什么意义呢。但，友人却突然泪水纵横。埋在坟墓里的是他
的父亲！山风突然吹起，几声隐隐的闷雷之后，黑色的天空
里撕开了一个口子。雨线便从天空中连绵而至，刹那间整个
世界成了雨声的世界。如泣如诉的声音，在这样的日子里翩
然而至，墓碑、树木、行人以及眼睛里都满是斑斑的泪痕。
友人的眼眶里布满了血丝，在风雨中哭得有点凄然。几个亲
人将他从墓前扶起，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块湿漉漉的墓
碑，上边刻着他父亲的名字。突然间，我也哭了。风雨中，
我突然想起了远方的父亲，想起了一年又一年的清明，想起
了远方荒草里低矮的坟墓。雨在山头就这样下着，倾泻着所
有的哀伤。或长或短，或高或低，一段段的往事在雨缝里浮
现。我突然很想家，真的很想，很想！夜里，躺在床上，在
昏黄的灯光下，听着外边大雨敲打窗棂的声音，听着芭蕉叶
子在雨中颤抖的声音，手边的书本一页一页翻开。不知怎的，
有一句话直到今天我始终忘不了，说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那时突然泪落如雨，暗夜里爬了起来，
对着窗外的大雨轻轻地吟咏着《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
一年的清明，我似乎长大了很多，也开始懂得了苦涩的滋味。

更多清明节作文：/special/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四

清明节一个祭祀祖先的节日，主要项目是扫墓。清明节的起
源，有传起源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被大众纷
纷仿效，在这天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
定的风俗。

民间传说中寒食扫墓的源头，则有两说。一说三国时诸葛亮
治蜀，深得人心，但他去世后朝廷却没有为之盖庙，于是百
姓在寒食期间于田野道路上拜祭。其后朝廷自省措置不当，
正式附祭诸葛亮于先祖(刘备)庙，但寒食野祭的风俗却已经
形成，并演变为各人祭扫先人的坟墓;另一说则称寒食扫墓的
习俗与寒食节同时形成于春秋时期，都因纪念隐士介子推而
起。

还有人认为，寒食扫墓来源上古先民在春分时祭祀高禖的习
俗。高禖即高母，在人们只认其母，不认其父的原始社会，
高母就是祖先。祀高禖就是祀祖先。而寒食节的原本节期就
在二月下半月，在时间上与古时祀高禖的时节是一致的，故
唐玄宗立寒食为祀祖节。后世寒食节缩减成最后三天或两天，
或者直接与清明节结合在一起，所以寒食扫墓也就成为清明
扫墓了。

清明扫墓是承袭寒食的习俗

民俗学家认为“寒食墓祭”大约在南北朝时形成习俗。据
《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寒食节上墓拜扫礼经无文，但
近代相沿，积久成俗，士庶之家，每逢寒食节无不祭扫。”



鉴于此俗已久，唐玄宗就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士庶之家，
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墓祭于是作为国家
礼俗确定下来。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五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下午好，严冬在春风中消退，岁月在奋斗中远去，不知不觉
中又是一年清明时。我们来到了令人景仰的烈士陵园缅怀先
烈。看着眼前的英雄纪念碑，听着一段段烈士们的感人故事，
我心潮起伏，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历史的长河记载了多
少英雄的事迹，有多少人为了保卫祖国和家乡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烈士们走了，但他们的事迹会幻化成永不磨灭的丰碑
高高矗立在我们后人的心中。

今天，我们生活在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在繁荣、民主、
富强的新中国。我们是幸运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一代。我
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应该继承革命先烈的遗
志，做一个积极向上、身体健康、热爱生活、热爱祖国、情
趣高尚的中国人。努力学习，奋发图强，从我做起，从现在
做起。

同学们，我们是21世纪的青少年，我们是党的儿女，我们不
会忘记先人的遗志，“继承先烈革命传统，发扬前辈爱国精
神”。我们要传承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弘扬这种不朽的
民族魂魄，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保家卫国，用丰富的知
识武装自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勇拼搏！

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



清明节节的故事篇六

相传在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
天下太平。

此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青的好时
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历代承袭成为习惯。踏青除了
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种文娱活
动，增添生活情趣。

清明节流行扫墓，其实扫墓乃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内容，
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一事。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
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传
成清明扫墓了。

明清时期，清明扫墓更为盛行。古时扫墓，孩子们还常要放
风筝。有的风筝上安有竹笛，经风一吹能发出响声，犹如筝
的声音，据说风筝的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

清明节还有许多失传的风俗，如古代曾长期流传的戴柳、射
柳、打秋千等，据载，辽代风俗最重清明节，上至朝廷下至
庶民百姓都以打秋千为乐，仕女云集，踏青之风也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