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节的摘抄 清明节吃艾糍的心
得体会(实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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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清明节的摘抄篇一

清明节是一个让人们缅怀祖先、祭拜先人的节日。在这个传
统节日中，吃艾糍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这不仅是一种物质
上的美食享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和传承。我作为一名
年轻人，在清明节当天，也品尝了艾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
独特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味道，同时也让我更加感悟我们应
该如何传承和发扬这一习俗。

一、的确是“必吃之物”

吃艾糍是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习俗之一，花粑、清明果都是清
明食品，也有人喜欢吃青团，但是吃艾糍的人最多。艾糍中
的艾草是清明节祭拜祖先的必备品，而用艾草包裹糯米制成
的艾糍，不仅口感软糯，甜度适中，而且因为独特的香味和
草药味道，更被认为可以祛病养生和辟邪驱鬼。因此，艾糍
成为了“必吃之物”。

二、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寄托

三、清明文化的人文底蕴

艾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人文底蕴的浓缩。我
们可以从其制作过程中感受到传统的匠心精神和工匠文化，
还可以从它背后所代表的信仰、遵循和悼念，感受到深深的



人文情怀。吃艾糍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文化的领悟和
传统的继承，这也是清明节习俗的重要体现。

四、艾糍与家人的牵绊

我们在享用艾糍的时刻，更多的是感受到很多亲情和感情。
家人之间团聚吃艾糍，不仅仅是嘴巴和胃得到了满意，更是
心灵上所需要的一种温馨感觉。在清明节中，亲人之间敬奉
祖先的同时，也一起分享美食，这给我们创造了一种温暖的
人际互动。

五、传承与发扬是我们时代的责任

吃艾糍这一传统习俗，需要我们年轻人来传承并发扬光大。
我们应该发扬传统民俗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发展和创造文化自信。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优
秀的传统文化，真正理解它的精髓和价值，避免受到现代生
活方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实现和谐
共存。

总之，再美味的食物也许无法让人难忘，但传统的艾糍却道
出了一种内在的精神感悟。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如果我们能
热爱并去感悟传统习俗，那么感受其中蕴含的精神，用自己
的方式去保持和传递，那我们的清明节或许会更加具有意义。

清明节的摘抄篇二

说到清明节，大家一定会去扫墓来祭拜自己的亲人，也有人
是去祭拜革命烈士们，在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
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坟前，再将纸钱焚化，
为坟墓上新土，折几枝嫩的新枝插在枝上，然后叩头祭拜，
最后在吃掉酒食回家。

清明节，青团是不能少的，传说我国古代由于清明焚火，所



以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我国江南一带就用艾草的汁拌进
面粉里，再包裹进豆沙馅，便成了青团，关于青团的名字也
有所不同，青团又名艾团也名清明果。

俗话说：“清明螺，赛只鹅。”农家有清明吃螺丝的习惯，
这天用针挑出的螺丝肉烹食，叫“挑青”。吃完的壳则丢在
自家院中，有风轻轻吹过螺丝壳发出那种清脆的声音不仅动
听，而且还可以吓跑蛇虫鼠蚁。所以每到清明节百姓家都要
吃上一大盘清明螺呢！

通过我的介绍你是不是对清明节有了新的了解？

清明节的摘抄篇三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
它在古代不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节，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
期接近，民间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
（581-92019年）踏青扫墓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及十月
初一寒衣节合称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清明节，又叫
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4月6日之间，
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代踏青）
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
习俗。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已有2019多年历史。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
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扫墓
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借祭
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
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写出了清明
时节的特殊气氛。清明节还有许多失传风俗，如古代长期流
传的戴柳、射柳、打秋千等，据载，辽代风俗最重视清明节，
上至朝廷下至庶民百姓都已打秋千为乐，仕女云集，踏青之
风也极盛。

即使到了现在，清明节祭祀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
很盛行。清明节的习惯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出了讲究禁火、
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一系列风俗体育活
动。相传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
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乐，
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清明节到了，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去祭祀祖先，祭祀爷爷奶
奶，姥姥姥爷，我们还买了一些祭祀祖先要用的东西，比如：
纸钱、香、水果、酒……我们从竹篮里拿出祭品，把纸钱烧
了，用火点燃香，把准备好的酒与水果放在旁边，然后放声
说：“爷爷，奶奶，拿钱来吧！”一定保佑我们家和万事兴。
烧了的纸钱像蝴蝶那样飞起来。临走时，我们在坟顶上培上
几锹土，在坟旁边栽上一棵树，带着轻松和慰藉离开了祖先
的墓地。

清明节的摘抄篇四

夹杂着几句唐人的诗句，清明就这么杏花小雨，朦朦胧胧地
到来。

我随着人群，慢慢上山。山道两边，有那么多的坟墓，心里
感觉不胜复杂。这些墓中人像咱们一样，活过、累过、爱过、
恨过、得意过、失意过，而今只有一块块碑石躲在杂草中叙
述着他的光荣与泪水。



向远处望去，一眼小池睡在两山之间。风水挺不错。

山上的住户越来越多，好在与我无关。自生下来起我都没经
历过亲人阴阳散的生离死别。对于那些早已安睡，化为一抷
黄土的老祖宗，心底对他们赐予我生命而感谢。除此，很难
在心里找到什么伤痛的感觉。只有在清明节回去焚香致祭。
回想某位大爷喂过我吃饭，某位大婶抱过我，某位大伯救我
于患难种种往事，在岁月里发酵，越酿越醇。

是的，去者渐多，但生机并未了无。你看，每年清明，四野
的人群不是越来越汹涌了么？坟前墓后，或弯腰除草，或低
头默祷，或促膝长谈，或焚香祭拜。向山下望去，个个坟前
都有人在叩拜。这是一个朝圣者的行列，整个民族投入其中。
叩拜咱们的祖先，这是传统的信仰，中国的力量。清明节，
它漂泊了几千年，渡船泛舟在时间岁月的沧海间，告诉咱们，
斯人在黄土间等咱们，除去杂尘，作番安顿。

这顿悟，令我喜不自禁。一柱香，虔诚拜倒，烟雾在山坡上
弥散。

清明节的摘抄篇五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一，
对于每个华人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个传统的节
日里，人们会扫墓、祭祖、踏青等，寄托着对逝去亲人的思
念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个人在参与这个节日的过程中，
体会到了许多思考和感悟，下面我将从个人思考、亲情感悟、
传统文化、社会价值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几个方面，来谈一
谈我对清明节的心得体会。

首先，参与清明节的活动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之前，我只
是对这个节日有一点了解，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但是通过
参与清明节的扫墓仪式，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亲人的离去所带
来的痛苦与无奈，也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的意义。



我开始思考，人生有限，我们应该怎样把握好自己的时间，
不辜负亲人们的期望。

其次，清明节给我带来了深深的亲情感悟。在扫墓过程中，
我看到了许多人站在逝者墓前默默地流泪，我也被感染了。
清明节提供了一个寄托思念的方式，它让亲人们能够表达对
逝去亲人的哀思和思念之情。这种感悟让我更加明白了亲情
的可贵，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不再让忙碌的工作和
生活压抑了对家人的关爱。

清明节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底蕴和传统的深厚。除了扫墓之外，踏青也是清明节的重要
活动之一。在踏青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大家欢乐的笑声，感
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清明节不仅仅是一个寄托亲情的节日，
更是一个展示美好生活态度和传统文化的时刻。参与其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丰富内涵，也
更加自豪地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除此之外，清明节也代表着一种社会价值观的传承和弘扬。
人们通过扫墓、祭祖等活动，弘扬了孝道和家庭观念。清明
节让我明白了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亲情的延续和传承是社会
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家庭，关心身边的
亲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子孙，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
献。

最后，清明节的参与也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多的展望。通过参
与这个传统节日的活动，我开始思考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让它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我希望能够
积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用自己的努力力量将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同时，我也希望能够更加珍惜眼前拥有的亲情和友情，
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总结一下，清明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不仅让我
对亲情有了更深的感悟，更让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中华民族



的一员，有责任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它也引导我关注
家庭、重视亲人，同时也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展望和追
求。相信通过参与清明节的活动，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更多
的思考和感悟，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到更多的力量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