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 端午节传
统文化班会教案(精选10篇)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
教学，借助教案可以让教学工作更科学化。写教案的时候需
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优秀教案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一

1、初步了解端午节的传说及人们在节日中的习俗。

2、知道包粽子的原料和方法。

3、激发幼儿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

4、愿意参加活动，感受节日的快乐。

5、让幼儿知道节日的时间。

幼儿用书人手一册或赛龙舟的录像和图片。

包粽子的材料，香包、鸭蛋、粽子各一个。

1、出示粽子，引出“端午节”的传说。

提问：这是什么？你们吃过粽子吗？都吃过哪些味道的粽子？

介绍端午节来历的传说。

2、组织幼儿观看图片或幼儿用书，了解端午节的习俗。

在端午节，人们会进行哪些活动？



绿色的粽子里面有什么？包粽子需要哪些材料？怎么包出来
的？

你吃过粽子吗？你吃过什么样的粽子？

3、教师介绍其他的有关的风俗习惯。

小结：端午节是中国人特有的节日。

4、品尝粽子，感受节日的气氛。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对中班幼儿来说，还
比较陌生。本活动开始时我先出示粽子，引出话题。接着通
过观看卡通视频，引导幼儿了解端午节。最后通过观看赛龙
舟视频，感受赛龙舟时的紧张的气氛。屈原这个人物对于幼
儿来说不熟悉，更不了解这个人物，所以我结合挂图故事引
导幼儿了解屈原的故事，从而使幼儿产生对屈原的敬佩之情。
但是课堂效果来看，幼儿对于古代的国与国的概念不是很清
楚，听的有点含糊。但是对故事的大致思想还是有一定的感
受。幼儿都知道端午节有特别的食品――粽子，它是多种形
状、多种口味的。整堂活动中幼儿还是比较投入的。在屈原
这个人物介绍这一方面还是需要再加强改进。让幼儿更容易
接受并学习。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二

以下是由本站pq小编为大家精心整理出来的端午节主题班会
教案，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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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
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
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
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亲历感悟：

【教师】：

我认为本次活动主题鲜明，通过知识小竞赛、师生讨论交流、
游戏活动、作品展示，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既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也符合我校对学生进行“欣赏性
德育模式”的培育要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习俗。可
是，就在2019年，韩国已经提前申请了端午节为东南亚文化
遗产保护，这可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各类中小学校应该多
举行这样的主题活动，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让它们代
代相传!

【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学包粽子，觉得特别新鲜，同学们也异常兴奋。
大家都激动得跃跃欲试，齐齐望着社区的阿姨，就等她这老
师发号施令：第一步将粽叶卷成三角形状，底部要严实合缝，



不可留出小口。可是我卷来卷去卷不好，终于卷到无缝的要
求，谁知手一动，好不容易卷好的形状又散架了，唉，重新
来过。看看我的同伴们，也都在向“无缝粽叶”的最高目标
行进，再看看社区的阿姨，却早已在教如何放糯米了。

包粽子最难过的一关恐怕就是这个“包”字，如何将米包住
不漏出来，还要将粽子包成漂亮的立体三角形，这可是一门
学问，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一个坎上啊，不少同学直
到最后结束还是没有包出标准的立体三角粽，包啊、包啊、
包出的都是被我们班主任戏称为“三明治” 的平面三角粽子。
忙碌了半天，尽管到下课我也没有包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三
角棕”，但我依然觉得这节课过的特别充实。因为：它让我
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了屈原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扬着我的爱
国热情;它也让我更深切地懂得了做一件事(哪怕是最不起眼
的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道理，启示我在学习上更应
该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着独特的风俗，如：吃
粽子、赛龙舟、挂香袋、系长命缕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
适合中班的幼儿来开展，既能锻炼和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
又能增进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同时，端午节
又有着一个有名的来历，让幼儿了解“屈原”的故事，能激
发他们初步的民族自豪感。为此，我结合一年一度的端午佳
节，开展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
“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 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
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
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



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
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
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
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
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
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
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
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再以
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
玲珑可爱。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人们把插艾和菖蒲作为
重要内容之一。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
悬于堂中。

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
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

雄黄本属矿物， 含有三硫化砷成分，与酒混合。即成雄黄酒，
用以驱虫解五毒，小儿涂于头额。耳鼻，手足心。 并洒墙壁
问， 以法诸毒。流传民间之《白蛇传》故事，即是以雄黄酒
解蛇虺诸毒，而现白蛇原形。此种习佰，在长江流域地区的
人家很盛行。

为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男女老幼往野外游玩， 穿
新衣， 在中午一时左右， 路上山上或树下挤满人群，手抱



花草， 非常快乐。晚上回家将花草和水煮开洗澡，老年人称为
“游百病”及“洗百病”，不出去游百病及洗百病的人，一
年到头就不会获得吉利。

賽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
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 ，“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
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
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
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
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
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
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
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
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
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
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中国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
时中国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
现在中国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
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
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
杯”龙舟赛。1991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



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
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
“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
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
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
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
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三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因此围绕“走
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俗、端
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让学生在活
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
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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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三、活动地点：五（3）教室

20xx年6月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1、我国有很多传统节日，你知道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吗？



2、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一）端午节别称

1、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屈原投
江》。

3、主持人小结。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
龙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
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学生介绍他们吃过
的不同风味的粽子。

4、主持人小结。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

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端午》

（2）《五月五日》

（3）《端午节的怀念》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怎么过的？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4、主持人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
己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



会，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在小学阶段最后一
段时间里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中学。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四

1、初步了解端午节的传说及人们过节日中的习俗。

2、培养幼儿对民族文化感兴趣。

3、包粽子的材料及方法，幼儿尝试包粽子。

4、通过参加端午节环境创设，感受参与端午节庆祝活动的乐
趣。

了解端午节的传说及人们过节日中的习俗。

1、包粽子、做香囊所需的材料。

2、活动前请幼儿收集有关端午节的.资料。

3、请部分爷爷奶奶参与活动。

（活动过程的表述不必详细到将教师、学生的所有对话、活
动逐字记录，但是应该把活动的主要环节很清楚地再现，即
开始环节、基本环节、结束环节、延伸环节。注：重点表述
基本环节）

到爷爷奶奶家过节。

1、请爷爷给小朋友讲屈原的故事，了解端午节的来历。

2、小朋友自由和爷爷交流自己收集的有关端午节的资料。

进一步了解端午节时人们进行的一些活动：如赛龙舟、吃粽



子、挂艾枝、洒黄酒、挂香囊等。

3、幼儿和爷爷奶奶们一起进行过端午活动。

（1）、我给奶奶学包粽子。

请奶奶向小朋友介绍包粽子的材料及方法，幼儿尝试包粽子。

（2）、做龙舟、划龙舟。

和爷爷一起用布和竹棍做成龙舟进行龙舟大赛，请幼儿四五
人一组，套上龙舟，进行划龙舟比赛活动，先取到红绸一组
为胜。旁边请几位幼儿为他们摇旗呐喊。

（3）、做香囊活动。

请奶奶示范香囊的做法，把碎布缝成校口袋，放进香料和少
许艾草，合上袋子，幼儿学做香囊。

（4）、吃粽子，感受节日的气氛。

（5）、和爷爷奶奶再见。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五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以下是由本站pq小编为大家
收集整理出来的2019年端午节主题班会教案，希望能够帮到
大家。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今年为让学生
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和为迎
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到来营造良好氛围，因此围
绕“走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话习



俗、端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让学
生在活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文化
内涵，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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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c103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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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 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屈原投
江》。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
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几个外地学生介绍他们
家乡的粽子。

(比如来自甘肃、安徽学生介绍。)

4、团支书小结。

【活动三】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浣溪沙 端午》宋 苏轼

(2)《端午日》唐 殷尧潘

(3)《端午日赐衣》唐 杜甫

(4)《端午》唐 文秀

3、团支书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节与往年有什么不同?你是打算怎么过呢?

(学生交流自己的感受。)

2、你想对我们的党有什么话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希望党的
工作朝那些方面进行?(学生交流)

3、快板：《民族精神代代传》

4、团支书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班主任总结】

看了此次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己都
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会，
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继续努力。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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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班主任：(1)你知道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吗?关于端午节有哪些
传说?

生：爱国诗人屈原因为担忧国家兴衰，愤而抱石头投汨罗江
自尽，而感动天下百姓，百姓为怕鱼儿吃掉屈原尸体。于是
用竹叶包成肉粽投入江中，这就是端午吃粽子的由来。

生：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居民为了不让跳下汨罗江的屈
原尸体被鱼虾吃掉，所以在江里投下许多用竹叶包裹的米
食(粽子)，并且竞相划船(赛龙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

(2)在我们这儿过端午节有哪些有趣的风俗习惯呢?

3、游戏开始 (一)吃粽子比赛

班主任：我们先来猜个谜语：三角四楞长，珍珠肚里藏，要
吃珍珠肉，解带扒衣裳。(谜底：粽子)

班主任：下面我们就来个吃粽子比赛，怎么样?(班主任讲规
则) 参赛者以四人为一组，蒙好双眼，待主持人宣布“开
始”后，各参赛选手在原地转五圈，然后找到自己的粽子，
以最快的速度解开包装吃完粽子，当完全咽下后举手示意，
由小组长检查无误后示意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束。为完成游戏
时间最短的获胜选手鼓掌。



还是同桌两人合作，各自把自己准备好的五彩线拿出来，待
班主任喊“开始”，自己动手开始撮，限时3分钟。完了之后，
把自己的成果戴到手上，举手示意成功。

这次活动，通过师生讨论交流、游戏活动、展示作品，使学
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
的来历及风俗习惯，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看了你们自己策划的主题班会，不仅是同学们，包括老师自
己都对端午节加深了了解。我就以屈原《离骚》中的“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主题班
会，也希望同学们用这段话来勉励自己，希望你们在继承传
统的同时，不断勉励自己，不断进步!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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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七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今年为让学生
进一步了解传统节日、认同传统节日、过好传统节日，因此
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
端午话习俗、端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
块，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
节的文化内涵，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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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二(8)教室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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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一、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节、
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挂
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
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二、请学生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三、大家说说怎包粽子?

我认为本次活动主题鲜明，通过知识小竞赛、师生讨论交流、
游戏活动、作品展示，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既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也符合我校对学生进行“欣赏性
德育模式”的培育要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习俗。可
是，就在2007年，韩国已经提前申请了端午节为东南亚文化
遗产保护，这可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各类中小学校应该多
举行这样的主题活动，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让它们代
代相传!

这是我第一次学包粽子，觉得特别新鲜，同学们也异常兴奋。
大家都激动得跃跃欲试，齐齐望着社区的阿姨，就等她这老



师发号施令：第一步将粽叶卷成三角形状，底部要严实合缝，
不可留出小口。可是我卷来卷去卷不好，终于卷到无缝的要
求，谁知手一动，好不容易卷好的形状又散架了，唉，重新
来过。看看我的同伴们，也都在向“无缝粽叶”的最高目标
行进，再看看社区的阿姨，却早已在教如何放糯米了。

包粽子最难过的一关恐怕就是这个“包”字，如何将米包住
不漏出来，还要将粽子包成漂亮的立体三角形，这可是一门
学问，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一个坎上啊，不少同学直
到最后结束还是没有包出标准的立体三角粽，包啊、包啊、
包出的都是被我们班主任戏称为“三明治”的平面三角粽子。
忙碌了半天，尽管到下课我也没有包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三
角棕”，但我依然觉得这节课过的特别充实。因为：它让我
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了屈原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扬着我的爱
国热情;它也让我更深切地懂得了做一件事(哪怕是最不起眼
的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道理，启示我在学习上更应
该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八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传统节日正是培育优秀民族
文化的沃土，也是培养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今年的端午节
是在抗震救灾与支援灾区重建家园的特殊时刻中迎来的，因
此围绕“走进端午”这个话题，设计了“端午说由来、端午
话习俗、端午讲故事、端午赛诗会、学生谈感受”等板块，
让学生在活动中了解端午节的来历、习俗等，感受端午节的
文化内涵，亲身体验我国传统佳节的独特魅力，激发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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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学习端午节文化，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



二(5)教室

6月7日

：上网查阅资料、收集故事、多媒体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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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端午节的由来、习俗你们知道吗?今天就让我们走进
端午节去了解一下。

3、引出主题：“走进端午”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活动一】端午说由来

(一)端午节别称

1、 端午节有哪些别称?

2、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很多，谁能告诉大家?(学生交
流)

(二)端午讲故事

2、学生讲述端午节故事：《曹娥救父的故事》、《屈原投
江》。

3、主持人小结。

【活动二】端午话习俗

(一)赛龙舟



1、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我国地
广人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各地有着不同的习俗。你
们知道端午节有哪些习俗吗?(学生自由交流)

2、你知道端午节最热闹的习俗是什么吗?(多媒体课件：赛龙
舟)

3、端午节为什么要进行赛龙舟比赛?(学生交流)

(二)话粽子

1、除了赛龙舟，端午节的主要习俗就是品尝粽子。(学生介
绍粽子的由来。)

2、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
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琳琅满目。(多媒体课件：粽子)

3、我国各地方的粽子还各有特色，请学生介绍家乡的粽子。

4、主持人小结。

【活动三】端午赛诗会

1、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
被称作“诗人节”。2、请几位学生朗诵端午节的诗篇。

(1)《端午》唐 文秀

(2)《五月五日》梅尧臣

(3)《端午节的怀念》

3、主持人小结：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篇，已
广泛深入人心，因此，在我国有关端午节民俗文化领域中，
大家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活动四】谈感受，激发情感

1、今年端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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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对地震灾区的小朋友说些什么?(学生交流)

3、快板：《民族精神代代传》

4、主持人总结：两千多年的岁月，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能算
短短的一瞬了，可是尽管大江东去，暮往朝来，诗人屈原的
形象却依然留在人们心间。让我们世世传递端午节，代代都
记住他，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

【教师总结】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九

端午节到来，不少班级相继举办主题班会，那么，以下是本
站小编给大家整理收集的端午节主题班会教案，供大家阅读
参考。

端午节即将来临，为了让同学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
屈原，学校开展了一次纪念屈原的主题班会。

：通过本次主题班会，能够使同学们对屈原有更好的了解。

x月12日下午

：我们大家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在
大家品尝着荷叶扑香的粽子，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赛着龙舟
时，我们的心里不禁想起当年那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今天就
让我们大家来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吧。吊屈原，迎端午，主



题班会现在开始。

主持过程中主要预定串词：

许：首先请看屈原的生平简介(幻灯片1)

戴：紧接着让我们继续看一下屈原的作品以及屈原与端午节。
(幻灯片2，3)

许：想必大家都有所说过屈原是跳河自杀的吧，那其中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们大家有请许诗旸同学为我们大家讲一
个关于屈原的故事。

戴：听过许诗旸同学讲的故事，我们是时候该放松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大家来玩个游戏，游戏的名称是“接歌比赛”，
总共分成四组，每一组中的成员站起来要唱两句，其中歌词
或歌名中要有一个“爱”字，如果超过10秒未能唱出则要接
受惩罚。

穿插节目名称：接歌比赛

今天，我们高二(5)班聚在一起，认真学习了屈原的一些历史，
对他的生平和品格有了更多的了解。每个人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交换了各种意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此次班会让
我发现了我们班的同学对屈原的掌握挺深入的，并不属于那种
“一问三不知”的类型。此次班会的目的能够让同学对屈原
有更好的了解，我相信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的。

时间不知不觉的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就这样度过了，相信大
家对屈原多少都有所了解了吧。希望大家在今后端午节时，
都能想起我们这位伟大的诗人!今天的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1、缅怀先人，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
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在了解端午节由来和风俗习惯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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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通过活动，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

一、知识小竞赛。

1、端午节是哪一天? (每年农历的五月初五。)

2、端午节的别称有哪些? (端阳节、重午节、午日节、五月
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诗人节、龙日等等。)

3、端午节的活动项目有哪些? (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悬
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
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二、请学生介绍端午节的由来。

三、大家说说怎包粽子?

【教师】:

我认为本次活动主题鲜明，通过知识小竞赛、师生讨论交流、
游戏活动、作品展示，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劳动
成果与价值。了解了端午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既提高了学
生的合作意识与动手能力，也符合我校对学生进行“欣赏性
德育模式”的培育要求。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习俗。可
是，就在20xx年，韩国已经提前申请了端午节为东南亚文化
遗产保护，这可给了我们极大的警示:各类中小学校应该多举
行这样的主题活动，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习俗，让它们代代
相传!



【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学包粽子，觉得特别新鲜，同学们也异常兴奋。
大家都激动得跃跃欲试，齐齐望着社区的阿姨，就等她这老
师发号施令:第一步将粽叶卷成三角形状，底部要严实合缝，
不可留出小口。可是我卷来卷去卷不好，终于卷到无缝的要
求，谁知手一动，好不容易卷好的形状又散架了，唉，重新
来过。看看我的同伴们，也都在向“无缝粽叶”的最高目标
行进，再看看社区的阿姨，却早已在教如何放糯米了。

包粽子最难过的一关恐怕就是这个“包”字，如何将米包住
不漏出来，还要将粽子包成漂亮的立体三角形，这可是一门
学问，在场的许多人就是倒在了这一个坎上啊，不少同学直
到最后结束还是没有包出标准的立体三角粽，包啊、包啊、
包出的都是被我们班主任戏称为“三明治” 的平面三角粽子。
忙碌了半天，尽管到下课我也没有包出一个真正合格的“三
角棕”，但我依然觉得这节课过的特别充实。因为:它让我更
深一步地感受到了屈原炽热的爱国情怀，也激扬着我的爱国
热情;它也让我更深切地懂得了做一件事(哪怕是最不起眼的
事)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道理，启示我在学习上更应该
踏踏实实、持之以恒，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

端午节文化教育班会教案篇十

1、通过活动，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的
由来，增强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风俗的兴趣，从而培
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2、通过学生的主动参与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屈原这位
爱国诗人与端午节的关系及相应的民俗风情。

二、活动准备：



1、查找有关端午节的民俗、故事。

2、排演有关节目。

3、制作相关小报和媒体幻灯资料。

4、请胡晨旖的奶奶教小朋友学包粽子。

三、主题会过程：

中队主题会开始仪式(略)

甲：最近好多人都吃粽子了呢，你家吃了吗?

乙：粽子呀，我家也买了好多，你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吗?

甲：知道啊，因为端午节马上要到了嘛，吃粽子可是端午节
的习俗哦。

乙：是呀是呀，真希望今天就是端午节哦，我现在好想吃粽
子啊。

甲：哈哈，看你馋得!那我们先来听听粽子的声音吧。请听配
乐诗朗诵《粽子》。

(配乐诗朗诵《粽子》)

乙：真没想到，小小一个粽子居然还有那么多的故事，但是
最主要的还是为了纪念一个爱国者屈原。

甲：嗯，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
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
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但他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
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
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乙：屈原真是一位伟大的人，让我们来缅怀一下当年的屈原
吧，请看短剧表演《屈原》。

甲：我们的小品虽然很短，可是却让我们对屈原有了更多地
了解。和我们一样，还有许多人在纪念屈原，他们做了许
多flash，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flash播放(1.2)

乙：哎，这个flash告诉我们了另外一个端午习俗。

甲：是呀，划龙舟嘛。原来在屈原死后，人们为了纪念他，
每到农历五月初五便划着小船来到汨罗江，将米往江里倒，
久而久之变成了一个习俗，称为“划龙舟”。

乙：呀，听到这里，我有个创意。

甲：哦?说说看啊。

乙：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屈原，那么我们也来进行一次划龙
舟比赛吧。

甲：好啊，真是一个不错的提议。

乙：那我说一下比赛规则。我们以小队为单位，每个小队派
三名队员参加，从起点划到终点，看哪组最先到达终点，这
个小队就获胜。

甲：好，就这么办，比赛正式开始。

划龙舟比赛(媒体播放代表性的湖北民歌——龙船调)

甲：刚才的比赛真是激烈啊，我想，划龙舟这一习俗延续到
现在，也可以算是强身健体的一种体育运动了吧!



乙：说的一点也没错，让我们来看一下世界各地人们划龙舟
比赛的照片吧。

播放照片(ppt)

甲：如果我现在一边在吃粽子，一边又能看划龙舟，那该多
好呀!

乙：别老想着吃，你还能说说我们过端午的其他习俗吗?

甲：哈哈，当然知道啊，不过先在这里卖个关子，不说。我
们来考考同学们对于端午知识的了解程度，来个知识竞赛吧。

乙：好啊好啊。我来出题，请同学们以小组形式抢答，答对
加分，答错不得分。

端午知识竞赛

1、端午节在那一天?(农历五月初五)

2、端午节又叫什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
端五、重午、午日、夏节)

3、端午节有什么习俗?(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
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

甲：原来大家知道得都这么多呀。我还听说端午节的由来不
仅仅是纪念屈原哦。

乙：哦?那还有什么来源呢?

甲：嘿嘿，不告诉你哦，究竟是怎么样的故事，我们请王欣
芃和施琦来为我们讲讲吧。

讲故事



(王欣芃：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
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
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
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
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
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
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
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
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
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
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
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
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施琦：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公元23～220年)
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
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
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
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
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
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
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
处定名为曹娥江。)

乙：曹娥是个孝女，她的孝心终于感动了天地，让她找回了
父亲的尸体。我们用乐曲来缅怀一下这些爱国爱家的人吧。
请听王紫迎为我们表演小提琴独奏。

甲：虽然说，端午节的由来有许多种，但是千百年来，屈原
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所以影响最广最
深，他留给我们的著名诗辞有《离骚》、《天问》、《九歌》
等，而当代文人也写了许多诗词来纪念屈原。下面请听诗朗诵
《端午节的情思》。



诗朗诵《端午节的情思》——遥祭屈原

乙：这首诗真让我感动，屈原的爱国情怀深深感染了我们大
家，作为一名当代学生，热爱祖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甲：听了屈原的故事，我们了解了端午节的由来，

乙：吃着粽子，我们感受到浓浓的清香

合：今天我们请来了胡晨旖的奶奶，来教我们包粽子，大家
一起来试试吧。

学生学包粽子

甲乙：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我们欢庆端午、缅怀屈原的主
题队会即将结束了。这生动的一课教育我们少先队员，要成
为一个爱国爱校爱家的人。下面请中队辅导员发言。

(讲话：端午背后，有我们那么多的传说、诗词、风俗，它起
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现在有些人的注意力被西方的“圣
诞节”、“情人节”等等吸引了过去，被我们注意到的传统
节日反而越来越少。马上就要怎样过端午节了，你打算怎样
过这个节日?有些什么好办法能增加端午的吸引力，让大家都
更加关注这个节日?看，这里是端午最明确的见证，请你拿起
手中的笔，写下你的肺腑之言。

(一张大的白纸，上面写：端午，我们的文化遗产。中间贴各
种画和学生的调查表，教师率先用彩色笔写“我们的端午，
我们的民俗”并签名，学生随后签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