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节感悟 清明节清明节(大全7
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感悟，通过写心得感悟，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
感悟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清明节感悟篇一

清晨,我睁开朦胧的睡眼,换好衣服,迎着朝霞,踏青去了.

拐了几个弯,便来到了十八盘.山路崎岖,但花红柳绿的十八盘
令我神往.尽管爬十八盘是很累的',但我毫不在意.在大自然
中遨游本身就是快乐的.

我气喘吁吁地从十八盘上来,停息了一阵,便又踏上了征程.路
边的树抽出了新芽,有柳树、松树、柏树、甚至有杉树.野花
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盛开在草丛里,像眼睛,
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在树丛中,我又发现了一条岔路,岔路之中更是别有一番景象:
绿发亮的树下,点缀着新生的小草,真是别有洞天啊……在那
玩耍了一阵,我又回到了大路上,因为我发现那条岔路是条死
路.

太阳已升到头顶了,中午我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滨海路,要回家
吃饭了,我借着午后温暖的的阳光,把这美好的一天记了下来.

清明节感悟篇二

清明是中国历法一个重要节气。《历书》 ：“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



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大约始于周代，距今两千五百多年
了。作为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清明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
主要是祭祖扫墓。时间约在每年公历4月5日前后即冬至后
的106天。

节气不同于节日，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识，而节
日则含有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涵义。

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唐代以前，重视寒食而
非清明。后二者“合二而一”。

寒食相传源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

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时骊妃为使其子奚齐继位，
逼迫太子申生自杀。申生弟重耳避祸出走。流亡期间受尽了
屈辱磨难。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续离开。只
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者追随，其中有介之推。一次重耳饿
晕了，介之推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送给重
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这就是著名的春秋五
霸之一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大加封赏，唯独遗忘了介之推。有人提示，
晋文公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派人去请介之推来接受赏
封。但介之推三次推脱，就是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
吃了闭门羹。介之推不愿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
（今山西介休东南）。晋文公让军队搜山，没有找到。于是，
有人出了个馊主意，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面，
大火起时介之推自会走出来。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也未见其
踪影。上山一看，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
晋文公哭拜一场，还在柳树洞里找到一片衣襟，上题用血写
的一首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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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将介之推母子隆重安葬于大柳树下。
为了纪念他，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建立祠堂，
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
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
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
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
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生，绿枝随风婆娑起舞。晋文公像看
见了介之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折了一枝，编了一个
圈儿戴在头上。祭扫后，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
天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右
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晋国治理得很好，成为强国。

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不图权势富贵的介之推非常怀
念。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此物叫“之推燕”。此后，每逢
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
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
米糖藕。还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
后，以示怀念清明节来历：清明节。



清明节感悟篇三

清明节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节日，但对于现代人来
说，这个节日的意义却渐渐地消失了。每年的清明节，我们
都有义务去祭奠先人，但是很多人都只是形式上的去了一下，
而没有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节日背后的深刻寓意。今天我要谈
的就是我的年清明节的心得体会，通过这次祭奠先人的经历，
我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

第二段：回忆过去 – 对祖先的缅怀

我和家人一起回到了祖先的故乡，准备进行祭扫和祭拜的活
动。走在祖坟中间，我一边踩着落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一边回想起小时候生活在祖辈的身边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
熟悉的聚会、吃饭、谈天说地，如今已经变得遥远而模糊。
当我跪在祖先的墓前，看着冥纸和钱币，感觉到了祖先的存
在，感受到了他们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

第三段：感受过去 – 生命的短暂与珍贵

回忆过去之后，我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们的生命很短暂，
就像这些已故的先辈，他们曾经高傲颠峰，但最后却化作了
一团尘土。然而，生命的短暂给了我们一个珍贵的机会，让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去打破自己的
极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第四段：思考未来 – 勉励自己奋斗

在祭奠祖先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很难掌握未来，
但是我们可以做好当下。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铺好了一条大道，
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沿着这个大道走到更远的未来，即便他
们已经不在了。同时，身为后人，我们应该更加努力，为了
家人，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奋斗。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枉来到
这美丽的世界一次。



第五段：总结 – 年清明节心得体会

每年清明节，我和家人都会回到祖先的故乡参加祭拜活动。
这次的祭拜活动让我感悟很深，它让我看到了生命的短暂和
珍贵，以及为了未来而奋斗的意义。同时，我也更加感受到
了祖先的存在，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陪伴和祝福。我们今天
可以活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是因为祖先为我们付出了许多。
我们不仅要珍惜这个世界，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努力过上
美好的生活。就让我们为了他们，为了我们的未来，努力前
行吧。

清明节感悟篇四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也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每年的清明节，人们会返乡祭祖，祭扫先人的墓地，缅
怀已逝的亲人。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和感悟，下面就让我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第一段：缅怀先人，传承中华文化

清明节是一种传统的文化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人们祭祀祖先，扫墓纪
念，表达了一种对先人的尊敬和感恩之情。清明节是传承中
华文化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历史。

第二段：祠堂的感触，文化的印记

今年清明节，我跟着家人来到祠堂祭祀祖先。祠堂是我家族
世代相传的财产，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变迁，也留下了许多
文化印记。感慨的是，祖辈们留下的书画、字画、家谱等物
品，无一不是家族历史的见证，清明节是我们更加了解和传
承家族文化的时刻。

第三段：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



清明节是祭祀先人，祭奠逝去亲人的传统节日。在这个日子
里，每个人都表达了对先人的深深怀念，这是中华传统美德
的展现，也是千古传承的精神财富。要想真正弘扬中华传统
美德，就应该发扬这种感念先人、孝敬家人的美德，将传统
美德融入日常生活。

第四段：清明节的意义不仅是缅怀先人

清明节是一个传承文化、缅怀先人的节日，而它的意义不仅
仅是缅怀先人。不少人在清明节选择去旅游，去放松身心，
这也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这样可以放下平时的烦恼，重新找
到自己，将心思放在家人、生活、未来等方面，更多的意义
需要我们去深入思考。

第五段：感悟家庭的重要性，珍惜未来的时光

清明节过后，回顾家族历史与现实生活，感悟到家庭的重要
性。家庭是每个人最温馨的港湾，家人的健康、和睦和幸福
才是最重要的。时光飞逝，人会慢慢变老，珍惜当下那些有
意义的时光、珍惜身边所有的人就变得尤为重要。我们要认
识到，只有真正关心家人、珍惜亲情，才能在生活中更美好。

总结

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通过祭祀祖先缅怀先人，
更多地感悟到了家族文化、传统美德以及家庭的重要性。同
时我们也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将这种传承文化、缅怀先人
的意义发扬光大，让这种精神财富世代传承，焕发其生命力。
最后，我们更应珍惜身边所有人，用心去经营和维护身边的
亲情，让生活更加美好。

清明节感悟篇五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备受重视的节日，也是一个提



醒我们珍惜时间、珍惜生命的特殊时刻。每年的清明节，总
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让人想起故去的亲人、祖先和
历史。而在今天这个快节奏、浮躁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去回
归内心，感悟什么是真正的文化情怀和自我修为。

第二段：缅怀先人，珍惜生命

清明节是祭祖祭先人的日子，我们除了要去扫墓祭奠他们的
离去之外，更应该对他们的生命和付出有所敬佩和肯定。同
时，我们也应当反思自己的生命和时间，认真面对自己的心
灵和成长，珍惜当下的每分每秒，不让自己的生命留下任何
遗憾。

第三段：宣扬文化，传承传统

清明节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节日之一。我们可以通过了
解清明节的历史渊源、祭祖方式、民俗风情等，将这些传统
文化带入我们的生活中，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修养和素质。
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凝聚大众的力
量，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第四段：善待自然，节能环保

清明节作为一个传统节日，在疫情之下，我们也需要合理而
勤俭地去生活，减少大幅消费和浪费。同时，在扫墓和祭祀
过程中，我们也要养成尊重自然环境、爱护生态环境的生活
习惯和意识。比如，保护墓地的植被和动物，避免破坏生态
平衡，同时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浪费等。

第五段：总结

清明节虽然只是一个日子，但是代表着丰富而多样的文化内
涵和情感。只有通过我们自己深刻的理解和认知，才能真正
与这份文化内核和情感建立联系，学会与传统文化的历史与



现实对话。珍惜生命、传承文化、节能环保、敬爱先人，这
些都是我们应当在清明节期间时刻牢记的重要内容，也是我
们今后生活中应当秉承的生活态度和信念。

清明节感悟篇六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祭祀节日。
这一天，人们前往祖先墓地扫墓，献上鲜花和祭品，表达对
已故亲人的怀念之情。清明节是一种缅怀和敬仰的象征，也
是重温传统文化的机会。参与清明节扫墓活动，不仅让我更
加懂得感恩和珍惜生活，还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要
性。

第二段：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

清明节是传统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前人的智慧和贡献
使我们今天能够享受着幸福的生活。通过扫墓活动，我更加
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底蕴。遵循传统，我们可以更好地传
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后人继续受益。清明节中
体现的文化礼仪、敬老尊亲等传统美德，对我们社会和对家
庭关系的发展都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

第三段：反思生活，珍惜眼前人和事

清明节扫墓是一个重要的反思时刻，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生
命的脆弱和宝贵。在墓前，看着亲人的照片，想起曾经的往
事，我深深地被击中。不禁反思自己的生活，珍惜眼前人和
事。我们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值得我们细心呵护，彼此之间应
该相互关怀和爱护。更重要的是，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
式也需要有所反思和调整。清明节成为了我思考生活价值的
重要契机，让我更懂得感恩和珍惜。

第四段：重拾传统，加深家庭感情



清明节是一个重拾传统的机会，也是一个家庭团聚的时刻。
扫墓活动不仅加深了我与先人的联系，还促使家人们聚在一
起，共同祭奠先人。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得
到了提升。通过向前辈们表达敬意、听取他们分享过去的故
事，我们有机会更加了解家族历史，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凝
聚力。清明节成为了我家庭生活中的一大盛事，使我们更加
团结和亲密。

第五段：热爱生活，珍惜时光

清明节扫墓活动不仅是纪念先人的方式，也是一种对生活的
教育。在墓地中花费时间的那一刻，我明白了生命的瞬间。
我们人生中的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我们应该用心对待每一个
瞬间。在忙碌的工作中，常常忽视了身边的美好，而清明节
给了我一个机会重新审视生活，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珍惜
生活、热爱生活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也让我更加有动力去追
求自己的梦想。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忽略了生活中的美好和
珍贵。清明节扫墓活动提醒了我们，我们不能忘记先人的付
出和教诲，也不能忘记珍惜眼前的时光和人事。通过参与清
明节的祭扫活动，我更加明白生活的真谛，领悟到了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清明节不仅是纪念祖先，更是反思生活、热爱
生活的时刻。我们应该从中汲取力量，珍惜眼前的每一个瞬
间，用心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更
好的自己，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清明节感悟篇七

“燕子来时新社，犁花落后清明”，转眼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清明了，根据新的放假制度清明放假一天，于是爸爸妈妈带
我回老家扫墓祭祖。

“满街杨柳绿似烟，画出清明二月天”，今年的清明遇上了



难得的好天气。我们带上鞭炮纸钱和爷爷踏上了扫墓的路程。
一路上迎春花黄，杨柳树绿。我们踏过一个个泥坑，践过一
条条小溪，走过长长的山路，终于来到了祖先的墓前。

祭过老爷爷老奶奶之后，我们来到了奶奶的墓前。我们点了
几柱香端端正正的插在坟前，再把纸钱撕开点燃。烧完了的
纸钱化作一片片白灰，随着风飘向远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也远远的转开了，同时，我的思绪也被带回了遥远的过去。

奶奶生前一直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生下爸爸他们想必也非
常痛苦。在爸爸读书时粮食紧缺，住校也必须自带粮食。一
次，奶奶送住校的爸爸去学校的途中，一袋米快掉下车了，
奶奶看到后顺手一抓，结果奶奶被抛出了车外……从此，奶
奶与我们阴阳两隔，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深爱的
孩子们。后来，失去母爱的父亲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军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