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 传统风俗
百味书屋心得体会(优秀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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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一

我最近有幸参观了一家名为“传统风俗百味书屋”的图书馆，
这是一家致力于传承传统文化的特色书屋。书屋的装饰充满
了古典的氛围，墙壁上挂满了中国传统画作和字画，给人一
种宁静、古朴的感觉。进入书馆，我立即被书屋中散发出的
书香所吸引。书屋内摆放着各种古籍文献，其中包括许多珍
贵的手抄本和古代文物。这些文献记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辉
煌与智慧，让我心生敬意。通过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文献，
我对传统价值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第二段：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与魅力

在这家书屋中，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书
屋内陈列的文物各异，包括传统民族服饰、古代劳动工具、
民间艺术品等。这些展品让我再次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多
样性。在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里，有着丰富多彩
的采用，女子身穿绣花丝绸旗袍，男子身着盛装站立在我面
前，仿佛时光倒流到了古代。书屋中还展示了许多独具特色
的传统节日和习俗，如春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风俗活动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劳动、庆祝和寄托哀思的情感，使我更加
了解并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第三段：书屋教育功能的体现



除了展示和传承传统文化，书屋还承担着教育功能。书屋内
设置了许多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读书区域，供读者学习和阅
读。这些区域是由专门培训的书屋志愿者管理的，他们在这
里与读者分享他们对古代文献和传统文化的研究。他们不仅
向读者解答疑惑，还提供了许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和
讲座。这样的教育功能使书屋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知识传授和
交流平台。

第四段：书屋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虽然书屋的主要目标群体是中老年人，但很多年轻人也被这
家书屋所吸引。这是因为书屋在宣传和推广传统文化时采用
了现代元素。书屋设计了许多互动的文化体验项目，如传统
绘画、体验传统乐器等，这让年轻人在享受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能满足他们对活动和互动的需求。此外，书屋还定期举办
一些有趣的活动，如中国传统音乐会、相声表演等，吸引了
很多年轻人的参与。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书屋正在努力适应时
代的发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结合起来。

第五段：书屋的未来展望

传统风俗百味书屋作为传承和推广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和魅力，也通过教
育和活动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使传统文化得到了更广
泛的传播。然而，书屋的未来仍然面临着挑战。在当今快节
奏的生活中，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减弱，这对书屋
的传承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书屋需要加强宣传和推广工作，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进来。同时，书屋也需要在保持传统
韵味的同时，适度进行现代化改造，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并
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相信，在书屋工作人员和各界支持下，
这个多元化、富有活力的书屋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二

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又是一年春
来到呀!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春节传统风俗作文精选2020，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

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
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
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
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
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
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
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
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晚
上，就剩下自己家的人了。在看春节联欢晚会之前，是我最
期待的时候：收压岁钱。恭喜发财，红包拿来!舅舅一个，外
公一个，外婆一个……我满载而归，手中十几个大红包。春
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辈
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liuxue86，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
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
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
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
在孩子的枕头底下。倒贴“福”字。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



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
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
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
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
到”“福气已到”。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每到这时候，家家户
户都要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外来打工者都急急忙忙地收拾行
李，准备回家，拿着一年的工资，心中暖洋洋的;我们小孩子，
取得了好成绩，心中美滋滋的，等待着家长们的夸奖……大
街上、小区里、超市中，到处都洋溢着喜气，一派热闹的场
面。

常州人一般在除夕过“大年夜”，是一年中最闹忙的一天。
家里有外出者，再远都会赶回来与家人团圆。在常州，从早
晨开始主妇就忙碌开了，剁馅心、包馄饨以供中午食用;男主
人一般会装饰厅堂、悬挂中堂字画，制造新年气氛。午饭后，
家里所有人开始准备年夜饭菜，炒瓜子和长生果，在果盘糖
缸里摆上糕点、糖果、柿子、橘子等，以示“甜甜蜜蜜、事
事如意”。

而我们泗阳人过新年可是别出心裁啊!大年三十随处走走到处
是红彤彤的对联，有点文化的老人还会对各家的对联进行评
价。晚饭就很简单了，中午的剩菜随便吃一下。主妇们开始
和面准备包饺子的馅，一家人聚在一起边聊天边包饺子。有
传统的人家还会简单的开个家庭会议，对这一年进行总结，
对下一年进行打算。不时会有邻居过来找人打牌聊天，这个
时候父母不会再催孩子们早点睡觉了。通常父母会在孩子们
睡着了之后放几片糕在他们的床头，初一的早晨一起来就吃
到，寓意“步步登高”。

常州人和泗阳人过新年可都要熬夜的，常州人和泗阳人的观
点都是一样的——新年快乐和平平安安!



新的一年又到了，在新的一年里，一切都将发生变化，自己
又长大了一岁，我希望这一年好运一直陪伴着我，我也会更
加努力的，争取在这一年中，能取得优异的成绩，长大后，
为家乡的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正所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又是一年春
来到呀!在这里，我“猪”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合家欢
乐!

这阵子呀，我一直在研究春节的风俗习惯，力保一小时之
内“出师”;二小时之内成为“春节通”;三小时之内成为社
会学家，四小时……停!停!停!再说下去就成社会学教授了!
不过吗，我这笔那是不由自主的动了起来……不废话了，还
是把“饿”精心收集到的东东拿来显摆显摆吧!

春节，一般为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古代把元旦和春节
认为是同一天，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将公历一月一
日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好处：多放三天假!坏
处：作业比假期还长!什么，你说无聊，好吧，来人呀，上大
餐!

这是一段很老很老的故事：

早在三黄五帝的时候，有一个怪兽叫夕。兴风做浪，闹得人
间不得安宁，大伙拿他无可奈何。当时可没奥特曼，有也不
会在中国，更没有二愣子似的某某队，成于吃奥特曼的功，
取而代之的则是许多无奈。不过，天上的神知道了，派了年
去抓它，消灭它，临走时，带上了一件秘密武器，前往人间
特去干掉它(故事都这个样，不然讲它干啥?)，刚开始夕还占
据上风，不过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有一天，年告诉大伙：
夕十分怕红色，又配合红色的桃符来对付夕，夕十分惧怕，
此时年又使用“秘密武器”。那家伙一颗见效，不是消炎
药(宋丹丹之招牌+经典+改编)，什么?爆竹，“轰”一声，夕



被消灭了。

正好那天是腊月三十，所以叫除夕，而大伙为了纪念年，叫
大年三十，成了一句俗语：大年三十找骂!演变了一些习惯，
桃符成了大红对联，爆竹成了鞭炮。大餐如何?不要被哄得睡
了觉哦!下面还有—压岁钱手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以下一段内容对十八岁以上不太适用，不要看!过年，压岁钱
成了唯一能令人兴奋的事，拜年小孩图人啥?增进关系?不诚
实，是压岁钱。多碰几个人，压岁钱增加!不给，给他说说压
岁钱，管用，另外，不要长期等在一个地方，多打打“游击
战”有用!如果以上方法均以失败告终，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硬要!如果你的脸皮够厚够硬，那么就恭喜发财了。

总之春节是美好而又祥和的，我这篇文章仍有很多不足总有
要改的地方，各位“老鸟”帮帮我这只“小虾米”吧，我告
辞了，明年再相逢。

“扭秧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妈妈经常
提到他;陌生的是，我从来没见过。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去年春节，我有机会看到了它，
那场面可真够壮观的，使我终身难忘。

正月初一的早上，妈妈带我去逛地坛庙会。庙会上，卖的东
西可真不少。光是吃的就有七八十种，什么“驴打
滚”，“艾窝窝”。让人看了真要垂涎三尺了。庙会里不仅
东西多，尔且人也特多。远远看去，人群就像一团乱麻缠在
一起似的，黑压压的一片。忽然，我发现东北角的人最多，
人们紧紧挨在一起。

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往前一看，嘿!这是什么?真棒。只见
广场上几位老爷爷和老奶奶，身穿红色的服装走摆摆步。衣



服上挂着一条红段子，腰上系着一只鼓。随着鼓不停的敲，
翩翩起舞。脚步随着鼓点越跳越快，最后想飞起来一样。场
面十分壮观。

这时，妈妈挤了进来，对我说：“佳欣，这是扭秧
歌。”“是啊。孩子。”这时，一位老爷爷搭上话，“扭秧
歌在你出生前就不演了，你是第一次看吧?”我轻轻点点头。
老爷爷继续说：“要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号召我们继承民族
文化，可能你们这辈人尽看不着他了。”

听着这位纯朴憨厚的北京老汉的一番话，看着扭秧歌，我的
心中泛起了一阵阵的波澜，久久不能平静。我在想：中国扭
秧歌和许多其他民族文艺，都是我国民族艺术的珍品，如果
人们一味的去追求洋玩意尔把我们自己的艺术珍品扔掉，那
多可惜啊!

“扭秧歌”不但是中国的“土产”，而且它显示着中华民族
的气魄，把奋进的精神带给我们每个人，我们一定要继承他，
发扬它。

原来，民间春节吃饺子的习俗在明朝和清朝时已相当盛行。
饺子一般要在大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
而子时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
“子”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
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春节吃饺子有很多神奇的传说。一说是为了纪念盘古氏开天
辟地，结束了混沌状态。二说是取其与“浑囤”的谐音，意为
“粮食满囤”。三说与女娲造人有关。女娲捏土造人时，由
于天寒地冻，人的耳朵很容易被冻掉。为了使人的耳朵能固
定不掉，女娲便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小眼儿，用细线把耳朵
拴住，线的另一端放在人的嘴里咬着，这样才把耳朵做好。
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就包起饺子来，用面捏成人耳



朵的形状，内包有馅(线)，用嘴咬着吃。

看来，爱吃饺子真不错!查着查着，我又想吃饺子啦。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三

家乡传统文化风俗是我成长的土壤，也是我热爱的源泉。在
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尽管很多文化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
逐渐消失，但我始终铭记家乡的传统文化风俗，因为它们是
我们独一无二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对于历史的回忆和认同。
而通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家乡传统文
化风俗的独特魅力。

第二段：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饮食体会

家乡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特点。在我的回忆中，
每年农历新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煮年糕、汤圆和庆丰包
子，形成了浓厚的年味。而我对于这些食物的喜爱也在潜移
默化中增加，对于它们的味道更怀有一份亲切感。此外，还
有一些特色小吃，如凉粉、豆花和豆皮等，虽然简单却美味，
充满了乡村特色。这些饮食特色不仅仅是满足人们的生理需
求，更是凝结了家乡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第三段：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绘画体会

作为艺术的一种，我对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绘画深感兴趣。
从古代的绘画作品到现代的书法字画，家乡艺人们以独特的
方式表达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理解。如苏绣、剪纸和
画船等工艺品，细致入微的手工艺和千变万化的色彩让我不
禁为之赞叹。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当地人民对于家乡土地和
生活的真情流露，这种纯粹和热爱让我深受感动。



第四段：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节日体会

家乡的传统节日是我童年里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无论是端午
节的龙舟竞渡，还是中秋节的月饼赏月，都让我感受到浓浓
的亲情和节日的喜庆。我们会在节日期间相互赠送礼物，全
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在这些节日里，我总能感受到一
份融洽和谐的氛围，深深地体会到家乡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
尊重和珍惜。

第五段：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礼仪体会

家乡的传统文化风俗中注重礼仪，每一个行为都有其含义和
表示。像在过年时给长辈拜年、结婚时的婚庆礼仪等，都是
家乡礼仪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于礼仪的重视使我在
成长过程中从小培养了一种懂得尊敬、懂得感恩的品质，在
与人交往中也更加注重细节。我相信这种礼仪文化不仅仅是
传统的延续，更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结尾：

家乡传统文化风俗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独特之处。通过对
家乡传统文化风俗的体会，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身
份，也更加坚定了对家乡的热爱。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
会努力传承和弘扬家乡传统文化风俗，让它们在时光的洗礼
中愈发发扬光大。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四

据说古时候有一只四角四足的恶兽——夕，当大雪封山，夕
聚会到附近祸害乡邻找食物，每到腊月底，人们都整理衣物
扶老携幼，到附近的竹林里躲避夕。

那年村子人在准备避难时，一位好心的婆婆救了饿晕在路边
的孩子，并带到竹林躲避夕。婆婆告诉孩子，夕追到这，看



到人们在伐竹就匆忙走了。孩子一思索，告诉大家，他有办
法除掉夕，让大家多砍一些竹节带着，回家后各家的门外挂
一块红布。

夕再次来袭，孩子出面吸引夕的注意，让村民往火里扔碎竹
节，可大家因为害怕，都僵住了。这个瞬间“夕”用他的角
把孩子挑了起来重重的甩在了地上。村民们听到孩子落地的
声音反应过来，纷纷往火里扔起了竹节。由于是砍伐不久，
湿湿的竹节遇到旺火纷纷爆裂，噼里啪啦的响了起来!“夕”
听到这响声掉头鼠窜，没有再损坏村里的东西。

夕被吓跑了，住户家因为门前挂的红条，夕没有进所以保住
了，但是那个救了村庄的聪明孩子却死了。而这一天就是正
月初一。这个聪明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做“年”。

因为“夕”没有死，所以每年的腊月三十，大家都守着碎竹
节等待着，希望早日除掉“夕”。可是一年年过去了，谁也
没有再见过“夕”，有的只是大家为防止“夕”的到来燃放
的爆竹与门前挂的红布条，然而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个传说与
过年的习俗。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五

近日，我有幸参观了位于我所在城市的一家文化书屋——传
统风俗百味书屋。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与独特之处。在书屋的参观中，我收获颇丰，心灵也得
到了深深的洗涤。下面，我将从传统文化的传承、书屋环境
的布置、书籍的内容几个方面，阐述我对传统风俗百味书屋
这一独特文化场所的心得体会。

首先，传统风俗百味书屋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呈现
出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书屋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展示
中国传统音乐的乐器，铜钟、古筝、二胡……它们代表着古
老的音乐传统，让我仿佛穿越到别样的时空。这让我意识到，



传统风俗百味书屋不仅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座把历史文化
融入现代社会的桥梁。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丰富的
民俗文化，了解到我们民族的根源，这样的传承实属不易。

其次，书屋的环境布置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进书屋，
我仿佛闻到了香烟堆积的味道，书架上摆满了古老的书籍，
它们中两卷墨香,泛起点点朱砂的经史宝藏，更是让我心驰神
往。每一本褪色的书籍都有一个故事，每一页被折痕卷曲的
书页都有一段历史。在这个文化书屋里，我感受到了岁月的
痕迹，它们诉说着智者的沉思和普通人的劳动，感染着每一
个到来的人。

最后，我注意到书屋中书籍的内容和种类实在丰富多样。书
架上除了古老的经典著作外，还有许多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
民俗风情的书籍。我翻阅了一本书，它记录了中国各个地区
的传统习俗，让我了解了一些曾经在课本外的知识，大大拓
宽了我的视野。在这里，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代名言：“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是古典名家的著作还是现代作品，
每一本书，无论大小，都铭刻着知识的沉淀和智慧的闪光。

总之，在传统风俗百味书屋的参观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传
统文化的魅力。这里不仅是一家书店，更是一座沉浸在古老
文化和现代社会的桥梁。通过书籍的内容和种类，我们可以
了解到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通过触摸那些有年头
的书籍，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淀和智者的智慧。我相信，
传统风俗百味书屋将继续为人们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培养更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六

川西一带有雨水节回娘屋的风俗。到了雨水节这天，出嫁的
女儿纷纷带上礼物回娘家拜望父母。已有了孩子的妇女，须
带上罐罐肉、椅子等礼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久婚未孕
的妇女，也要带上礼物回娘家。会由其母亲为她缝制一条红



裤子，穿到贴身处，以示吉祥，祈求来年得子。

接寿

过雨水节，女婿也不得闲着，也要去给岳父岳母送节。送节
的礼品则通常是两把藤椅，上面缠着4米长的红带，这称
为“接寿”，意思是祝岳父岳母长命百岁。送节的另外一个
典型礼品就是罐雄肉，给岳父岳母送去。这是对辛辛苦苦将
女儿养育成人的岳父岳母表示感谢和敬意。如果是新婚女婿
送节，岳父岳母还要回赠雨伞，意在保佑女婿顺利出门，帮
其遮风挡雨，也有祝愿女婿一生平安的意思。

拉保保

雨水这天在川西有一项特具风趣的活动叫“拉保保”。古时
医疗条件不好，为了让儿子或女儿顺利、健康地成长。父母
会为自己儿女求神问卦，看看自己儿女命相好不好，需不需
要找个干爹。而找干爹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干爹的福气将孩
子带大。此举年复一年，久而演化为一方之俗，传承现在更
名为“拉保保”。

占稻色

占稻色是流行于华南稻作地区的习俗、就是通过爆炒懦谷米
花来占卜这年稻谷的成色。成色足则意味着高产，成色不足
则意味着产最低。成色的好坏，就看爆出的糯米花多少。爆
出来白花花的糯米越多。则这年稻谷收成越好;而爆出来的米
花越少，则意味着这年稻谷收成不好，米价将贵。“花”
与“发”语音相同。有发财的预兆。有些地方的客家人甚至
还用爆米花供奉天官与土地社官，以祈求天地和美，风调雨
顺，家家户户五谷丰登。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七

第一段：引言（150字）

传统风俗代表着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独特文化。在传统风俗中，
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守则都能够体现出来。在我
的成长过程中，我有幸参与了许多传统风俗活动，这些经历
让我对传统风俗有了更深的了解。通过参与和观察，我认为
传统风俗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并且对个人社交、道
德价值和情感沟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二段：文化传承（250字）

传统风俗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
和精神追求。在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或仪式上，人们通过特
定的活动和仪式来庆祝和纪念，延续着历史的脉络。比如在
中国的春节里，家家户户会将房屋装饰一新，贴春联、燃放
烟花爆竹，这些独特的传统风俗有助于人们传承民族优秀文
化，加强族群凝聚力。

第三段：社交与道德推崇（300字）

传统风俗对个人社交也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传统社会，
人们注重礼仪和尊重他人。比如，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上，新
娘需要向新郎的亲戚鞠躬行礼，以示尊敬。这种行为不仅表
达了个体对他人的敬重，更体现了家族、家庭等社会关系的
重要性。此外，在一些传统活动中，人们会接力办喜事和悲
事，通过集体努力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也进一步增强了
社区的凝聚力。

第四段：文化体验与心灵寄托（300字）

参与传统风俗活动不仅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还能让
人的心灵得到滋养与寄托。参与传统节日或仪式，人们会有



一种融入大家庭的感觉，通过共同的动作、歌曲和舞蹈，体
验着集体的力量和彼此间的情感交流。这种体验能够给人带
来一种认同感和满足感，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骄傲和自豪感。

第五段：个人思考（200字）

通过参与和观察传统风俗活动，我意识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
社会的重要性。传统风俗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更
是一种教育和凝聚力量的手段。在当今社会变革迅速的背景
下，保持传统风俗的活力和魅力，不仅能够增强人们的文化
自信心，更能够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我们应该为
传统风俗活动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
地焕发出新的活力。

总结（100字）

传统风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历史记忆
和精神追求。通过传承和发扬传统风俗，我们能够加强社会
凝聚力、传递美好道德价值，并滋养个人心灵。在当代社会，
保持传统风俗的活力和魅力，对于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和支持传统风
俗活动。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八

鸿为大，雁为小，是不同的两种。鸿雁二月北飞，八月南飞。

二候玄鸟归

玄鸟就是燕子，燕子是春分而来，秋分而去，它是北方之鸟，
南飞带来生机。红花半落燕归去，秋风萧瑟，要白露满山叶
飞坠了。

三候群鸟养馐



“玄武藏木荫，丹鸟还养羞”，这个“羞”同“馐”，是美
食。养羞是指诸鸟感知到肃杀之气，纷纷储食以备冬，如藏
珍馔。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九

在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传统节日是人们最喜爱的民俗
文化，香火浓郁，历久弥新，固守成规。每年，当节日来临，
人们就会怀揣着各自的期望和信仰，积极准备着参见节庆，
庆贺祭祀，留下属于自己的记忆，趁着这个机会，让我们来
一次关于“中国传统节日风俗心得体会”的深度交流。

第一段：春节

春节是中国最传统、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它是华人世界
的传统佳节，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某些区域，
“年”（即春节的别称）的重要程度甚至超过了元旦和生日。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春节是人们送旧迎新、祭祖祈神、
豁达开朗的时刻。因此，大家都会准备各种节庆材料、美食、
礼物，一起欢度这个喜庆之时。

第二段：中秋节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一般在农历八月十五日
或十六日庆祝。古代中国农民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日祭月，
拜月，吃月饼，称之为“中秋”。在中国，中秋节具有浓厚
的乡土气息，每年的中秋节各地会展开不同的庆祝活动，广
场上舞狮、舞龙，人群中传递着阖家团圆的喜悦。这个节日
更是品味月饼的最佳时机，清香满溢的月饼是这个节日最重
要的食品之一。

第三段：清明节

清明节作为人世间的祭扫神圣日，是向已故亲人告别的日子，



也是提醒活着的人珍惜生命的日子。根据中国古代农历民间
纪时法，清明（4月4日至6日）正值春捂之后、新芽满枝、万
物旺盛的时节。人们在这天去祭扫坟墓，祭扫的同时，也会
把墓地周围清理干净，纪念已故的先辈和朋友。同时，也会
放上香灯、花圈、鲜花、食品、酒水等物品，为自己的祖先
祈福祈禳，表达对先人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第四段：端午节

端午节，又称“重阳节”、“端阳节”，是我国传统的重要
节日之一，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庆祝。这个节日起源于中国古
代，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人们在端午节期间，以赛龙舟、
吃粽子、挂艾草为重，表达对屈原思念之情和大家携手同行
的精神，同时表达对传统文化的推崇。每年端午节季节前后，
全国各地举办龙舟比赛，历史悠久的龙舟文化亦因此能够得
以传承下来。

第五段：重阳节

重阳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之一，是祭祖、登高、赏菊等活动
的重要时期。据说重阳节起源于古时候人们庆祝祛邪之风的
活动。每到重阳节，人们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要爬高，
这既是一种锻炼也是一种信仰。同时，重阳节也被赋予了祭
祖的意义，人们在这个节日中不仅祈求自身福祉，也同样祈
求祖先的保佑，传承先祖眷恋祖国、忧思后代的道德情操。

总之，中国传统节日无论从文化内涵、习俗风俗还是祭祀思
想等方面，都承载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体现着华夏儿女的
灵魂和独特的情感风貌。我们不能忘记它们，更要传承和弘
扬它们，让这些节日在我们的心中开花结果，更好的传递民
俗文化的特点、民族的精神、以及古时的知识。



中国民俗传统文化心得篇十

2、见过秋分的朝阳，也想收集秋天的浪漫

3、一半盛夏，一半桂酒飘香，一半炽热，一半红叶缤纷

4、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

5、与世界分秋色，共山河同蓬勃。

6、别过夏花绚烂，走进秋叶静美

7、昼夜平分，秋分平分，余生与你彼此不分

8、秋风瑟瑟秋雨绵绵秋意深深

9、世界平分秋色，不及你拥有全部美色

10、秋风起，秋叶落，一路归途，一路金黄

11、时光酿秋色，一饮醉流年

12、秋分秋雨秋丝凉，一担硕果尽秋分

13、秋风吹落叶，飘零似客心

14、昼夜均而寒暑平，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叶与蓝天平
分秋色。

15、承籍秋风，居高声远

16、暑退秋滑气转凉，日光夜色两均长

17、燕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



18、有酒寄秋，不言愁

19、夕阳依岸尽，天气晚来秋

20、碧云翻墨坠秋光，残暑长廊一雨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