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手抄报内容文字 端午节手抄报内容
(实用10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端午节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一

浙江嘉兴粽子历史悠久，闻名华夏，作为一种民俗食品，粽
子在嘉兴一带流播的历史，至迟可以追溯到明代。嘉兴粽子
为长方形，有鲜肉、豆沙、八宝、鸡肉粽等品种。嘉兴粽子
当推五芳斋为最，素有江南粽子大王之称。

它的粽子从选料、制作到烹煮都有独到之处。米要上等白糯
米，肉从猪后腿精选，粽子煮熟后，肥肉的油渗入米内。

2、吃面食

淳安很多地方除了吃粽子，更多的地方是吃包子馒头类的面
食，究其原委，上了年纪的人会告诉你，那是因为端午时节，
正是当地小麦成熟之际，以往条件不好，孩子又多，所以赶
上端午，用麦粉做包子馒头是最好的了，而且也只有端午才
吃得到。

有些地方吃鸡蛋、杀鸡、杀鸭也是趁过节之际吃得好一些，
吃些平常难得吃到的东西。

3、送扇子

端午节又称“女儿节”，过去在宁波民间，凡新出嫁的姑娘，
端午那天要带着“端午担”回到娘家来避一下，离开时要带



上父母送的扇子，俗称“送扇子”。如宁海等地丈母娘要给
女婿回送衣料、手巾、芭蕉扇。寓意“一扇解千愁”。

可见，扇子承载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和祝福。扇子按性别分出
等级，送女儿、婆母、姑嫂的，多是制作精致的细芭蕉扇;送
公公、大伯则赠以大芭焦扇;送小叔、婿弟则一把折纸扇就够
了。

4、插艾叶、挂菖蒲

老宁波一到端午就要到附近田野采艾蒿，到河塘拔菖蒲，扎
成艾束菖蒲剑，挂在自家门楣及窗户上。中午要烧苍术，让
中草药的清香气味持续均匀地飘浮在每个角落，俗称“蒲剑
斩千妖，艾旗招百福”，目的是祈求合家平安。

有的还在艾旗下面挂一个大蒜头，艾叶、菖蒲、蒜头被称
为“端午三友”，蒜头象征武器铜锤，与蒲剑、艾旗相配合，
攘毒防病、斩妖驱魔、镇宅辟邪。还有一种很土的驱虫方法
就是在家家户户的屋前屋后撒石灰，这个撒石灰时，嘴里还
得念念有词。

5、“衣丝”、龙舟竞渡

桐卢县乡塾之学童，端午节具礼于师长，称之“衣丝”。医
家则于午时采药，相传此日天医星临空。

与其他地方不同，嘉兴端午主要是为了纪念伍子胥，民间
有“五月五日，时迎伍君”的说法，而源远流长的嘉兴端午
龙舟竞渡，相传也是源于春秋时期纪念伍子胥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