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 迎端
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演讲稿(精选5篇)

作为一位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总归要编写教案，借助教案
可以有效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既然教案这么重要，那到底
该怎么写一篇优质的教案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教案
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篇一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502班的郭xx，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们的节日——端
午”。

“节分端午自谁言，方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
能洗得直臣冤。”当唐朝诗人文季的这首诗仿佛还在我耳边
回荡时，我们即将迎来2020年的端午节。这个节日有个人人
皆知的由来。

当楚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留下绝笔
《怀沙》之后抱石投江自尽，人民得知消息后从四面八方划
船来营救，并将粽子投入江中给鱼虾吃，免得鱼虾去破坏屈
原的身体。于是就有了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习俗。

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而我们
作为新中国的少先队员，应当接过先辈爱国主义旗帜，努力
学习，好好用功，将来报效祖国，以国事为己任，关心祖国
命运，热爱民族历史，在国家危难之时有英勇战斗，为国捐
躯的豪迈情怀。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屹立于
世界，则国屹立于世界。我们作为中国人深感自豪，因为我



们有一个伟大的祖国，在和平快乐的环境中，我们应该刻苦
学习、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之志变成保国之行。
为祖国的无限辉煌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篇二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五月五过端午”。

我们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今天我将向同学们介绍这个节日的点点滴滴。

说起端午节，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屈原。屈原
是我们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他提倡德行，主张
富国强军。

在流亡期间，他创作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不
朽诗篇，对祖国和人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278年，秦军征服了楚国的首都。屈原眼看着自己的祖
国被侵略，心中始终都不能忍受，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自己的
祖国。于是在农历5月5日这天写下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怀
沙》，然后抱着石头投进了汨罗江的怀抱里，用他的一生谱
写了一场壮丽的爱国主义绝唱。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的人民冲到汨罗江向他表示敬意。渔
夫们在河上划着小船不停的找寻，却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
一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和其他食物一起投入
了江中，算是为这个诗人送行。

直到今天，端午节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了：吃粽子、赛龙舟、



挂菖蒲、艾叶、当归、喝雄黄酒。

据说吃粽子和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端午节是以解放
后才有正式的命名。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外，还有丰富的饮食习俗。比如吃稻田鳗
鱼、吃面条、吃茶叶蛋。江西省南昌地区，端午节要煮鸡蛋
和咸蛋吃。

蛋类分好几种，有鸡蛋，鸭蛋，鹅蛋。蛋壳涂成红色，用五
颜六色的网兜，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寓意孩子找到好运，平
安无恙。

在端午节这天我最喜欢吃粽子，北方和南方的风俗习惯都不
一样，粽子的大小也不一样，甜的和咸的，大大小小的样式
都有。

在吃过那么多的粽子里，我觉得四川乐山的肉馅粽子最好吃，
里面夹着黄糯米和咸肉，肥而不腻，吃起来有胡椒和竹叶的
香味，口留留香。

到目前为止，端午节在中国人民心中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
的盛大节日。从2008年起，中国将农历五月初五定为法定假
日，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传统。

我的发言结束了，谢谢大家。

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篇三

活动目标：

1、学习儿歌，并有节奏地朗诵儿歌。

2、了解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感受端午的节日气息。



活动准备：

1、端午节一些习俗的图片或实物。

2、屈原图片

活动过程：

一、谈话

1、小朋友昨天是星期一，怎么大家都没有来上幼儿园呢？你
们家昨天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2、老师带来了一些关于端午节的东西，庆小朋友来看一看都
是些什么？

3、出示艾草和菖蒲：这是什么？谁知道它们的名字？你在哪
里看过它们？(向幼儿介绍端午习俗：农历五月初一讲菖蒲和
艾草挂在门口，端午节那天取下，熬出水洗澡。)

4、出示粽子：这是什么？你们知道粽子是怎么做的吗？(介
绍粽子的做法和人们在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

5、出示赛龙舟的图片：除了在门口插菖蒲和艾草、吃粽子，
端午节人们还会干什么？(结合图片简单介绍赛龙舟的场
景。)

6、人们为什么要在端午节插艾草、吃粽子和赛龙舟呢？

二、端午节的由来

1、人们在端午节吃粽子、插艾草和赛龙舟，都是为了一个人，
下面老师给你们讲讲关于这个人的故事。

2、出示屈原图片，引导幼儿从外形、衣着等方面了解这个人



是古代的人。

3、介绍关于屈原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屈原的人，
他很爱自己的祖国，为了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好，他提了
很多好的建议，但是没有人听他的，他还被赶出了自己的国
家，出去流浪。后来他的国家被别的国家欺负了，他很伤心，
就跳江自杀了，他跳江的那天刚好是农历的五月初五。老百
姓都很爱他，怕江里鱼会咬他的身体，所以渔夫敲着锣鼓去
打捞他的身体，还一边把准备好的粽子和雄黄酒倒进江里。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
黄酒的风俗，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4、原来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那在端午节，人们
要做哪些事情呢？

三、学习儿歌

1、教师示范朗诵儿歌：有人把端午节人们要做的事情，编成
了一首儿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教师带领幼儿朗诵儿歌。

2、幼儿完整朗诵儿歌。

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篇四

活动目的：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习惯，同时锻
炼学生通过各种渠道(书籍、报刊、网络、他人经验等)获取
信息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学习中秋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活动过程【活动导入】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中秋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中秋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中秋”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中秋节由来(一)中秋节简介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北宋京师。八月十五
夜，满城人家，不论贫富老小，都要穿上成人的衣服，焚香
拜月说出心愿，祈求月亮神的保佑。南宋，民间以月饼相赠，
取团圆之义。有些地方还有舞草龙，砌宝塔等活动。明清以
来，中秋节的风俗更加盛行；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
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活动二】中秋话习俗1、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
月和吃月饼了。

赏月

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载
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
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
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
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
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
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
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
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



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
共同赏月叙谈。

2、月饼欣赏

(多媒体课件：月饼)

3、主持人小结。【活动三】中秋讨论会

讨论：对于现在的高价月饼现象怎么看？

【活动四】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中秋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品尝月饼。

迎端午缅故人扬传统班会教案篇五

大家早上好!

有首儿歌说得好：“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戴香囊，吃
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洋洋。”这首儿歌讲的就是我国
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今天我在国旗下演讲的主
题是《端午节的由来》。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又要到了，端午节是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又称端阳节，是夏季的一个驱除瘟疫的节日。端午节是我国
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

关于端午节起源，相关的传说可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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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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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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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农历五月五日这一
天，怀抱石块，跳进了汩罗江。当年他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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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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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粽子、赛龙
舟的习俗。因此，端午节又成了纪念屈原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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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多年前那位爱国大诗人——屈原。

让我们怀着敬爱之心和珍爱之情来看待中华这一传统佳节吧!
提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