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精选5篇)
心得体会是指个人在经历某种事物、活动或事件后，通过思
考、总结和反思，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悟。那么心得体会该
怎么写？想必这让大家都很苦恼吧。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篇一

快到新年了，今天一大清早，妈妈就喊起了睡得正美的我，
我问：“干什么，放假了也不让我好好的睡一觉?”妈妈
说：“快觉到新年了，快起床和我一起去办年货。”我一蹦
三尺高说：“好，好，快带我去!”哎呀，街上真是人山人海
呀!有卖瓜子糖果的，有卖鞭炮和年画的、有卖玩具的、有砍
价的、还有亏本大甩卖的……好热闹，真像过年的样子，我
和妈妈买了好多好吃的。

我们又很快地来到了菜市场，有鸡鸭鱼肉、青菜、芹菜、萝
卜、莲藕、白菜……哇，多的我都数不过来了!真是品种齐全
啊!妈妈买的菜有多有少，我问妈妈：“为什么有卖的多有卖
的少?”，妈妈说：“因为有的菜放的时间长，有的菜放的时
间短。”我说：“哦，我明白了。”我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
识。

我和妈妈很快的来到了卖肉的店，经过妈妈的一番高水平砍
价，我们决定先买30斤的好猪肉，让后还灌了点腊肠。

我和妈妈提着大袋小袋的东西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篇二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春节一直都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这



是一段全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为新年献上祝福和欢乐的时刻。
由于疫情影响，过去的一年里，很多人无法在春节期间回家，
和家人团聚。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节日期间传递祝
福和关爱，让春节的欢乐之情破窗而入，温暖人心。

第二段：过去三年春节的体验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参加了家人们不同的春节活动。在2019
年的春节里，我与家人一起到乡下看望亲戚朋友，欣赏了传
统的民俗节目和菜市集，尝试了很多美食。2018年的春节是
我首次尝试包饺子，我和妈妈给家人们准备了几十个饺子，
大家共同动手，感受到了团圆的温馨。而在2020年的春节，
疫情使得我们无法回家，但我们利用网络技术和家人进行线
上联欢，共同享受了一个不同寻常而温暖的春节。

第三段：疫情下免去重大聚会

今年，由于疫情的持续影响，令我不能和家人们一起庆祝传
统的新年活动。尤其是我今年第一次体验不能回家的春节，
感觉有些失落。然而，我们既然认真了解了疫情的情况，便
应该遵循政府的防疫措施。与其抱怨和埋怨，不如放松心态，
安心度过春节。

第四段：体验新的春节

在今年，我没有像往年那样欣赏核桃和火锅，但我有机会亲
手为家人准备面条、包饺子、与家人进行视频线上祝福。还
有许多其它活动，如设置祝福墙，给家人送菜，购物等，让
我感受到了传统价值观和民俗文化的魅力。与此同时，磨练
自己的厨艺，向父母学习有关家庭生活的知识，与弟弟妹妹
一同玩耍……这些时刻虽然显得平静，但我仍旧有情感和情
感的体验，足以令我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回味这段时光。

第五段：结论



尽管今年的春节过得稍有不同，但伴随着防疫所带来的新的
习惯和方式，春节的影响会更加深远。这个春节的体验是我
难以忘记的，也让我更加了解这个古老的节日与文化。更重
要的是，它鼓励我们用更勇敢的心、积极的态度来排除困难，
迎接新的挑战和机遇。值此新春佳节之际，让我们一起为一
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篇三

过年了，在我的家乡过春节时，冰糖葫芦、年糕、火炮、这
些小玩意儿都成了春节的专属“特产”。

除夕那天早上，我和妈妈都快忙炸了。但仍然是乐在其中，
妈妈在大门上贴着春联，我呢？则帮妈妈贴“福”字。

胶水都已经抹好了，刚要贴门上时，妈妈急忙阻止我，并且
说：贴反了，贴反了，福到了！“福”就应该倒着贴嘛！这
样就表示福气临门，听妈妈这么一说，我便马上将“福”字
倒过来，仿佛一刻都不想怠慢了“福大人”。

晚上，该是吃年饭的时候了。客人们都到齐了。桌子上弥漫
着各种菜的香味。外公也不惜拿出了自己最宝贝的酒，看样
子是准备大干一场呀！菜都上齐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地坐在
桌子前，津津有味儿地品尝着年夜饭，一大家子都其乐融融，
有说有笑的。

有句歌词唱得好：“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
看看。”过年了回家看看吧！

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篇四

四年级春节前的心得体会，我想起了许多家庭中的传统习俗
和风俗。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习俗逐渐被我们忽视了，但
我渴望领悟这些度过春节的精髓。我学习了更多的关于春节



的知识，也学会了如何践行我们家庭中的习俗。

第二段：对春节的认识

春节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早在Qin朝时期就有了一个庞
大的文化基础。在春节期间，人们向神灵祈福，加强家庭的
亲情和友情。他们也会吃年夜饭，打烟花爆竹，走街串巷拜
访亲朋好友。当我成长，我意识到春节代表着我们民族的文
化和传统，也让我深感这份文化的珍贵。

第三段：习俗

我们家的春节习俗是从我的爷爷奶奶那里传下来的，其中一
个是年夜饭。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在这天吃年饭，一起围坐在
餐桌前，五味美好的菜肴，让人流口水。另一个习俗是拜年。
在这个节日期间，我们也会拜访亲朋好友，年长的人会给我
们红包来祝愿我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我们也努力打
扮自己，给亲戚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四段：新年的期望

春节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节日，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开始。
这是我向家人和自己展示自己的机会。虽然这个贯穿岁末和
新岁的节日充满了麻烦，但我往往是最兴奋，最期待和最乐
观的一个。这个时间段，我希望能够度过快乐，关怀和陪伴
亲人，也希望在新的学年中进步更多。

第五段：结语

总之，我希望春节能够让我更好地了解并体验我们的传统文
化。通过学习和实践春节习俗，我希望能够更好地表现自己，
并且加强家庭的凝聚力。我也期望自己在未来的春节里，继
续了解中国习俗，让这个传统节日咱们的家庭永存。



春节前的心得体会篇五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走了甲午，又迎乙未，“x
年”春节如约而至。回乡的、采购年货的、走亲访友的，京
城的人们忙碌了起来。不知道为什么，看看周边的人们，总
感觉到似乎少了些过年的味道。小时候过年，最幸福的就是
盼年，那种虔诚的心情、那种迫切的滋味，如今每每想起仍
然激情满怀。穿新衣、放鞭炮、贴春联、吃饺子、给老人磕
头拜年，要压岁钱，逛庙会等等，除夕夜，追逐着鞭炮燃放
时的硝烟味和响声，端着盛满饺子的大碗和一群小伙伴，村
东跑村西，那种质朴、那种热闹、那种童趣，已深深地留在
了记忆里。长大后，这些已经印记在脑海中儿时的梦，自觉
不自觉地变成了一种独有的挥之不去的影像，深深地扎根在
心里。人生无常，有起有落。有时像花儿一样多姿多彩，有
时像河流一样弯弯曲曲;人生之路，有鲜花、有掌声，也有荆
棘、有旋涡;走南闯北，人到了一定年龄，生活的历练难免会
遇到遇上难忘的人和事，正因为这些奇怪的事、难忘的的人，
才使得人生更加丰富精彩。

春节是我国最传统的节日，合家团圆，共度良宵。家，亲情，
融融的爱意，构成了年味的源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扎
根心中、生生不息。午后起床，仰望窗外，一个万物复苏的
春日正在徐徐开放。恍然间，腊八已过，匆匆忙忙似乎己记
不起腊八粥、腊八蒜的味道，小年刚过，吃过的饺子也许还
没完全消化掉，但似乎也没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记。下班步行
回家，看到街道两旁路灯杆上挂着的一排排的红灯笼和有关
年味广告、标语，才深深地感受到年真的越来越近了。春节
将至，这意味着春日就要来了，万象复苏草木更新，这给刚
刚还在冰日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中生活、盼望着春暖
花开日子的人们，带来了不尽的喜悦和希望!

我国文化悠久的历史，赋予了春节太多的内涵。古往今来，
在春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空环境里，给了许多文人墨客想象
发挥的空间，留下了许许多多美文佳句。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遥闻爆竹知更岁，偶见梅花觉已春”;“爆竹声中一岁
除，春风送暧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
符”;“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事过境迁，
时隔多年，如今读起仍脍炙人口。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
留传至今。从腊月二十三小年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
房屋、洗头沐浴、购年货、准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
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辞旧迎新”。除夕，全家欢
聚一堂，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
全家人团坐“守岁”。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或是新春的钟声
敲过，街上鞭炮齐鸣，响声此起彼伏，新的一年开始了。翌
日，男女老少无论贫富，都穿上平时舍不得穿戴的节日盛装，
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寿，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
祝福，恭贺新喜、恭喜发财，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
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
狮子，耍龙灯，游花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
游人满街，热闹非凡，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
才作罢。

由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也正是这种变
数，赋予我们每个人多姿多彩的人生。春节传承千年，蕴含
着中华民族文化的智慧和结晶，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
和情感寄托，传承着我国人的社会观念。如今的春节，虽然
年味越来越淡，但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我们来说，日南地北
的亲人汇聚到一起，过一个团圆年，这无疑成了一件很奢侈、
幸福、欢乐的事情。

春节是一年的结束，也是新春的开始。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日子还是要一日一日的过，新春伊始，时光向好，那就让我
们怀揣美好，放飞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