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汇总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
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一

［教学目标］

1、认识“端、粽、节”等13个生字和立字旁、米字旁2个偏
旁；会写“午、节、叶”等7个生字。

2、联系实际，结合图文，了解与粽子相关的词语。

3、朗读课文，学会读长句子；通过想象画面、体会心情朗读
好课文。

4、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粽子的样子、味道等，初步了解端午
节包粽子、吃粽子的习俗、来历。

［教学重难点］

重点：认字、写字。朗读课文。

难点：读好长句，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粽子的样子、味道等。

［教学课时］

2课时

第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猜谜导入

1、今天我们学习的课文与一种食物有关，大家来猜一猜是什
么吧！

课件出示谜面：一个白胖子，裹着绿毯子，腰上扎根细绳子。
（同学举手猜谜）

2、同学们真聪明，没错，这种食物就是——粽子。出示课件：
粽子图片。

3、学写生字“午”。

（1）观察占格。

（2）教师范写，学生口述笔顺。（区分“牛”）

（3）学生书空、描红。

二、结合语境，识记生字

1、自由读课文，在课文中圈出生字，读读，想想，有什么好
的记字方法。

2、同桌或小组交流：有哪些记住生字的好办法？

3、展示识字情况。

（1）带拼音读，去掉拼音读。

（2）用多种方法识记。

4、把生字放回课文，学生自由读课文，要求将课文读通读顺。



学生自由朗读，标出全文自然段。

三、朗读课文，初步感悟

1、学习第1自然段。

2、师：课文里外婆一到端午节就会做什么？

（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

3、师：外婆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从哪个词可以看出来？

（盼着，表现外婆期待、高兴的心情）

4、谁来读出外婆期盼的心情？（指导有感情地朗读）

5、全班齐读第1自然段。

四、指导书写

1、出示要写的生字，让学生认读“节、叶、米”。

2、观察分析：观察生字在田字格中的位置，比比谁是火眼金
睛，看得最认真，最仔细。

3、师范写“节、叶、米”等字。重点指导：“竖”画的写法。
（午、节、叶、米）

“竖”画的写法：“午、节、叶”为悬针竖；“米”为垂露
竖，“米”要左右对称。

4、指导学生练习，在田字格中描红、临写。

5、让学生练习口头组词、扩词。



第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解题导入，了解传统节日

（板书课题）有没有人知道粽子是什么时候吃的'？端午节是
在什么时候？你们还知道哪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呢？（学生自
由举手发言）同学们知道得真多，那有没有哪位同学能告诉
我，人们在端午节这一天还会做什么啊？（学生回答）没错，
人们会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等。（课件出示有关端午
节习俗的图片）

二、学习第2、3自然段

1、学生自由朗读第2、3自然段，指名说一说，读完之后，你
知道了什么。

2、教师让学生画出描写粽子的句子，齐读画出的句子。

3、分析句子。第2自然段中描写了粽子由外到里的样子、颜
色、味道。

师：箬竹就是竹子的一种，叶子宽大，是一种很好的包粽子
的材料。

师：粽子颜色十分丰富，糯米是白白的，枣子是红红的，粽
子外衣是青青的。

师：粽子的味道呢？（又黏又甜）

4、指名读句子。分小组比赛读画线的句子。

5、学生想象粽子的样子，并拿彩笔在自己的图画本上画一画，
比比谁画得更好看。



6、师：齐读第3自然段，说一说外婆包的粽子有哪些花样。
（红枣粽、红豆粽、鲜肉粽。）

7、出示：外婆还会装一小篮粽子要我们带回去，分给邻居吃。

师：你从中读出了什么？外婆是一个怎样的人？（善良、乐
于分享的人）

三、学习第4自然段，了解历史人物屈原

1、出示屈原图片，提问：有没有谁了解这个人物？

2、老师讲解爱国诗人屈原及他沉汨罗江的历史故事。

3、指名读第4自然段。师：谁能告诉我端午节是为了纪念谁
啊？（屈原）

4、全班齐读最后一个自然段。6、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
人。

四、学习生字“真”“分”“豆”

1、出示生字，观察占格。

2、学习笔顺，教师范写。（“真”里面是三横）

3、学生书空练习，教师指导。

五、回顾拓展

1、全班齐读课文，指名说一说这篇课文讲了什么。

2、教师回顾总结：这篇课文讲了外婆给“我们”包的端午粽，
以及端午节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学习了这篇课文，我
们更加了解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及其来源，课后同学们去了



解一下中国的其他传统节日吧。

［教学板书］

10、端午粽

热爱

思念青青的箬竹叶白白的糯米红红的枣

花样多（红豆粽、红枣粽、鲜肉粽）

［教学反思］

这篇课文，我从学生实际出发。学生们都吃过粽子，知道人
们在端午节都会干什么。因此，我用谜语导入时，学生很快
就猜出了谜底。通过引导学生抓重点词、句来理解课文内容，
通过学习知道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与爱国诗人屈原有关，并
适当地向学生普及端午节的传统文化知识。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二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它有着浓厚的民俗文化和深刻
的历史底蕴。每年的端午节，我都会参与到端午的狂欢氛围
中，品尝着粽子的香味，观赏着龙舟的竞渡，感受着这个节
日带给我的喜悦和温情。然而，除了这些喜庆的活动之外，
端午节还给了我许多的思考和心得体会。

首先，端午节让我更加珍惜亲情。在这个传统节日里，家人
们会聚在一起，共同度过愉快的时光。我记得小时候，每年
端午节，我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就是一种乐趣和回忆。如今，
尽管我已经长大成人，但每逢端午节，我依然会回家和家人
一同包粽子，一同观赏龙舟比赛。这种亲情之间的交流让我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也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亲人。



其次，端午节让我体味到团结和合作的力量。在龙舟竞赛中，
每个团队的队员们紧密合作，共同划桨，以最快的速度划过
终点线。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不仅体现在龙舟比赛中，在包
粽子的过程中，家人们也需要互相协作，共同完成包粽子的
任务。这些团结合作的场景让我深刻意识到，只有凝聚集体
的力量，才能达到更大的成就。

再次，端午节让我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端午节的庆祝活动丰富多样，其中
的寓意和象征也让人深思。例如，吃粽子象征着消灾、驱邪
和祈福；观赏龙舟则代表着追忆屈原、纪念民族英雄。这些
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潮流日益兴起的现代社会里尤为重
要。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在欣赏这些传统文化的同时，
也要努力传承和弘扬它们，让它们在时代的洪流里发扬光大。

最后，端午节让我感受到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尽管端
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但如今这个节日已经成为了国际文化
交流的重要窗口。在我所在的城市，每年都会有各国的游客
来参观观赏端午节的庆祝活动。他们会穿上中国传统的服饰，
品尝粽子并欣赏龙舟比赛，一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这种
跨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让我意识到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也使我更加自豪和热爱自己的文化。

总的来说，端午节让我在欢乐中思考，在传统中感悟。我从
中学到了珍惜亲情、团结合作的重要性，体味到传统文化的
价值和意义，同时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这些
感悟和体会不仅让我更加热爱和传承中华文化，也让我更加
珍惜自己的亲人和身边的人。端午节不仅是一场节日的庆典，
更是一次心灵的盛宴，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宁
静和答案。让我们一起怀揣感悟，在每个端午节都收获更多
的人生智慧和成长。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三

每年端午节，都是我迫不及待地期盼到来的节日。它不仅代
表着丰富多彩、独特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信仰、一种传承
的力量。正所谓“吃粽子，赛龙舟”，只有通过亲身参与其
中，才能真正感受到端午节的意义和魅力。今年，我和家人
一起度过了一个特别的端午节，也让我对这个节日有了更深
的体会。

二、难忘的竞渡比赛

在这个特殊的端午节上，我们组织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竞渡比
赛。我和家人身着统一的服装，备受期待地登上了龙舟。这
是我第一次参加龙舟竞渡，一开始有些忐忑，但一旦划起船
桨，我感受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激动和自豪。整个比赛过程
充满了紧张和刺激，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划动船桨，在水中留
下一道道美丽而迅猛的船鳍。最后，我们获得了第二名的好
成绩，虽然没有夺冠，但参与其中的过程已经是我们最大的
收获。

三、共享端午美食

除了竞渡比赛，吃粽子也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端
午节这天，我特意早早起床，和妈妈一起准备粽子的材料。
我们先将糯米浸泡，用竹叶裹成粽子，再用细绳系紧。虽然
过程繁琐，但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乐趣。接下来，我又和妈
妈合力煮粽子，等待的过程中我闻到了糯米的香气，让我忍
不住流下了口水。最后，我和家人一起品尝了煮好的粽子，
每一口都满满的幸福和满足。吃粽子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家
庭的温暖和团结，这种感觉是其他时刻无法替代的。

四、传承端午文化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



这个特殊的端午节，我深深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通
过竞渡比赛和吃粽子等活动，我不仅亲身参与了端午文化，
更深入了解了其背后的历史和传说。我认识到了我们作为中
国人应该珍惜和传承这些传统文化，才能让其在世界上发扬
光大。在平时，我也会主动了解更多相关的知识，与家人朋
友分享，让更多人能够认识和喜爱端午文化。

五、吉祥端午的美好祝愿

吉祥端午，是一个让人心情愉悦的节日。我们共同欢度这个
特别的日子，也展示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喜悦。参与竞渡
比赛、共享美食、传承文化，这些活动都让我们感受到吉祥
端午带来的喜悦和祝福。希望未来的端午节，我们能够继续
以相同的热情，共同庆祝这个美好的节日，也能够通过这些
活动传递出更多的友爱、快乐和祥和。

通过这个特殊的端午节，我深深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和
力量。竞渡比赛和吃粽子的过程让我更加了解和欣赏端午节
的意义，也激发了我对传承这种传统文化的热情。希望在未
来的日子里，我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庆祝活动中，让
我们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吉祥端午，祝愿大
家快乐幸福！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四

端午节来源于屈原的故事：爱国的诗人屈原出了一个能够富
国强民的好主意，但是没有被国王采纳，反而被逐出宫中。
他气的不得了，跳下了汩罗江。当地的渔夫划着小船去把竹
筒里的米撒下汩罗江给屈原。后来，大家把盛着竹筒的米改
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船来纪念屈原。大家为了纪念爱
国诗人屈原，才每年都过端午节。我们全家都非常敬佩屈原，
因此，我们家每年都过端午节。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年轻时就胸怀远大抱负，表现出惊
人的才能，得到了楚怀王信任，官至“左徒”，据司马迁
《史记》记载，他内“与王图议国事”，外“接遇宾客，应
付诸侯”，是掌管内政、外交的大臣。

战国本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的混乱时期，
秦国任用商鞅变法后日益强大，常对六国发动进攻。当时只
有楚国和齐国能与之抗衡。鉴于当时形势，屈原主张改良内
政，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因而侵害了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
遭到了那些受秦国贿赂的楚怀王的宠姬郑袖、上官大夫、令
尹子椒的排挤和陷害。

糊涂的怀王听信谗言，疏远屈原，把他放逐到汉北，结果楚
怀王被秦国骗去当了三年阶下囚，死在异国。

屈原看到这一切，极端气愤。他坚决反对向秦国屈辱投降，
这遭到政敌们更严重的迫-害。新即位的楚襄王比他父亲更昏
庸，把屈原放逐到比汉北更偏僻的地方。

屈原在长期的流放跋涉中，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
打击。一天他正在江畔行吟，遇到一个打渔的隐者，隐者见
他面色憔悴形容枯槁，就劝他“不要拘泥”、“随和一些”，
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
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意思是：我宁肯跳进
江水中去，葬身在鱼肚里，哪能使自己洁白的品质蒙受世俗
的灰尘?)

公元二七八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兵攻破，诗人精神上受到了
极大的打击，眼看国破之难，却又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
忧心如焚，在极端失望和痛苦中，诗人来到了长江东边的汨
罗江，抱石自沉。他死时大约六十二岁，正是农历五月初五。

也有另一种故事传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伍子胥的。



言，赐剑令伍子胥自尽，还在五月五日把伍子胥的尸体扔到
了钱塘江中。从此，江浙一带的百姓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各
种祭祀伍子胥的活动，这也就成为后来端午节种种风俗的起
源。

这些故事，世世代代在两岸民间广泛流传，使端午节带上了
一种悲壮的文化内涵。

端午节，来源于——屈原的故事：爱国诗人屈原出了一个能
够富国强民的'好主意，但是没有被国王采纳，他反而被逐出
宫中。屈原气得不得了，跳进了汨罗江。当地的渔夫得知后
划着小船把竹筒里的米撒向汨罗江给屈原。后来，大家把竹
筒盛米改为粽子，把划小船改为赛龙舟来纪念屈原。我们全
家都非常敬佩屈原，因此，我们家每年都过端午节。

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就是吃粽子。我们家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包
粽子好手——我的妈妈。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能
吃到可口的粽子。妈妈常说：用芦苇的叶子包的粽子最香。
所以，每年端午节妈妈都用芦苇的叶子来包粽子。她在包粽
子之前，先做好准备工作：把芦苇的叶子放在水里煮一煮，
把准备好的糯米和枣分别洗一洗。等芦苇的叶子凉了以后，
她就开始包粽子了。她先取三片叶子，将这三片叶子卷成一
个圆锥体，然后先放一个枣，接着在里面放上糯米，中间再
夹几个枣，最后用线把叶子捆好，一个粽子就包好了。她包
的粽子又肥又大，活像一个个老佛爷在睡觉。等粽子包完后，
妈妈把它们放在高压锅里蒸四十分钟，再放三四个小时，使
其入味，然后就可以吃了!妈妈包的粽子十分香，香得使我一
见到粽子就会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所以，每当吃粽子时，我
总是吃得很多!

过端午节除了要吃粽子，还要赛龙舟哟!

我最喜欢看赛龙舟了，几十个水手都拿着桨，奋力地划着，
擂鼓的水手士气高昂，用力地敲着。加油，加油!场外的拉拉



队激情洋溢，发出雷鸣般的呐喊声、助威声，水手们听了不
得不更加使劲划船。整个赛龙舟的场面非常壮观、热烈。

吃粽子、赛龙舟，这两样传统习俗共同编织了一个热热闹闹
的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它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五,端阳.
此外,端午节还有许多别称,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
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虽然名称
不同,但总体上说,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还是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
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
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
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
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涂雄黄,饮
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
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
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
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体育赛事.

同多于异的。

过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
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
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
儿回娘家，挂钟馗像，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
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赛龙舟，比武，击球，荡秋
千，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
粽子和时令鲜果等，除了有迷信色彩的活动渐已消失外，其
余至今流传中国各地及邻近诸国。有些活动，如赛龙舟等，
已得到新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地域界线，成为了国际性的
体育赛事。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



子胥说 ；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
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
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
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
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屈原的
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
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
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
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

源于纪念——屈原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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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遭谗去职，被赶出都城，
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
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
（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
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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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
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
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
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
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
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
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
展成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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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五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据说，
这个节日起源于中国南方的楚国时期。在我国有着丰富的庆
祝活动，人们会举行龙舟赛、包粽子、挂艾草等一系列传统
的习俗。而我在今年的端午节中，亲身体会到了传统习俗背
后的深意，深深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首先，龙舟赛是我最喜欢的端午节活动之一。这项活动起源
于古代百姓为挽救屈原的遗体而划船寻找的传说。每年端午
节，人们会在江河湖海之间举行龙舟比赛以纪念这一传说。
参赛的龙舟都是精心制作的，外形巨大，彩绘精美。当龙舟
在水中划动时，船上的人们呼喊声、鼓声以及欢呼声让人激
动不已。这个活动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屈原的纪念和崇敬，
也传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的勇敢和团队精神。

其次，包粽子是端午节里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之一。粽子
是一种用糯米和各种馅料包裹在竹叶里蒸煮而成的食物。从
前，人们用粽子来祭拜祖先和神明，以求平安和祝福。在我
家，每到端午节，我们全家会聚在一起包粽子。这是一种家
庭团聚的时刻，大家会一边聊天一边包粽子，互相传授包粽
子的技巧和经验。这个活动不仅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文化，也增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此外，挂艾草也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之一。艾草是具有驱邪、
祛病和消毒的作用，在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在门口和房间里
挂上艾草。这是因为传说中，屈原逝后，人们为了防止恶鬼
侵扰，就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艾草祛除邪气。我记得小时候，
我家里的门口都会挂上一束枯黄的艾草，除了为屈原默哀，
也是祈福健康平安。这个活动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古老的迷信



和宗教信仰，也让人们在视觉上感受到端午节的氛围。

最后，我深深感受到了端午节传统文化的魅力。在这个节日
里，我看到了人们对屈原的崇敬，对团队精神的追求，对家
庭温暖的向往，对健康平安的祈愿等等。这些传统习俗告诉
了我，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中
发展演变，既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又融入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正因为如此，端午节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继续传扬下去，不
断吸引着年轻一代的参与和关注。

总之，通过亲身体验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中国古老文化的魅力。龙舟赛、包粽子、挂艾草等活动不仅
让我了解了这些习俗的起源和背后的故事，也让我更加珍惜
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我相信，只有传承和弘扬好传统文
化，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和塑造自己，让文化的力量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智慧和力量。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六

窦叔向

仙宫长命缕，端午降殊私。

事盛蛟龙见，恩深犬马知。

馀生倘可续，终冀答明时。

题武关

杜牧

碧溪留我武关东，一笑怀王迹自穷。

郑袖娇娆酣似醉，屈原憔悴去如蓬。



山墙谷堑依然在，弱吐强吞尽已空。

今日圣神家四海，戍旗长卷夕阳中。

归山作

护国

喧静各有路，偶随心所安。

纵然在朝市，终不忘林峦。

四皓将拂衣，二疏能挂冠。

窗前隐逸传，每日三时看。

靳尚那可论，屈原亦可叹。

至今黄泉下，名及青云端。

松牖见初月，花间礼古坛。

何处论心怀，世上空漫漫。

杂曲歌辞行路难三首

李白

金尊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

闲来垂钓坐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岐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折腰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

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才多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士，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端午活动开场白台词篇七

我执教的是第10课《端午粽》的第一课时。下面，我将从教
材分析、设计理念、教学目标、说教法学法、教学过程、板
书设计五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说教材

《端午粽》是部编教材一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一篇关于传统
节日习俗的散文，生动地介绍了粽子的样子、味道、花样和
端午节吃粽子习俗的由来，使学生在体会浓浓亲情的同时，
感受端午节的传统文化。课文条理清晰，语言形象生动，易
于学生理解内容，丰富语言积累。

二、说设计理念

本课教学设计，以学生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为基础，以课
程标准中学段目标和教学实施建议为指导，重在教给学生识
字、写字方法，培养学生良好语感，丰富学生语言积累，逐
步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三、说教学目标

识字、写字是第一学段的教学重点，而本单元教学同时又要
落实“读好长句子”和“积累语言”两个教学重点。为此，
依据新课标要求、教材特点和单元教学要点，我将本课时教
学目标设定为：

1、认识“端、粽、节”等13个生字和“立字旁”“米字旁”
两个偏旁；会写“午、节、叶、米”四个生字。

2、通过图文结合、联系生活实际，了解“箬竹叶、糯米、掀



开、剥开、裹着”等词语的意思；积累“青青的箬竹叶、白
白的糯米、红红的枣、又粘又甜”等词语。

3、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学习读好长句子。

其中，识字写字，即认识13个生字、两个新偏旁，会写4个生
字和积累文中的叠词是本课时的教学重点。由于学生现有的
朗读水平不高，朗读方法欠缺，指导学生读好长句子，进而
体会端午粽色、香、味的特点，便成为了教学的难点。

四、说教法学法

新课标提出，识字教学要注意儿童心里特点，要运用多种识
字教学方法，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效率。
在低段阅读教学中，应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词句的意
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借助图画进行阅读。基于以上认识，
本节课中，我主要采用了如下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通过运用多媒体和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方式，
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思维，为识字、学
词和朗读好课文做好铺垫。

2、示范朗读法：对于文中的长句子，在指导朗读方法的基础
上，进行必要的范读，给学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学生
形成良好语感，提高朗读能力。

3、引导想象法：引导学生展开想象，体会端午粽的色、香、
味的特点，将自己的感受融入朗读之中，读得入情入境，有
滋有味。

学法指导上，一是指导学生运用已有识字方法学习和积累新
的生字，二是引导学生采用动作表演、联系上下文和联系生
活实际等方法理解词语。



五、说教学过程

围绕以上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根据“教师指导-学生主
体-训练主线”的原则，我设计了以下三个教学环节：

（一）激趣导入

从学生了解的元宵节、中秋节两个传统节日入手，通过出示
元宵、月饼图片，唤起学生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回忆和对美好
佳节的向往，以此激发学生学习本文的兴趣，并相机进行新
偏旁和生字教学。

（二）初读感知

这一环节教学中，首先让学生带着问题自读课文，借助拼音
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圈出不认识的生字。二是交流反馈，
及时出示本课生字和词语，通过多种方式的朗读，让学生认
识字词，识记生字，再分自然段朗读课文，及时正音和指导
朗读，体现由字到词，由词到句，循序渐进，层层深入的教
学思路。

（三）精读感悟

在学生通读全文的基础上，出示第二自然段，进行阅读训练。
一是找出本段共有几句话，巩固标点符号知识。二是运用图
文对照、想象画面、动作表演等方式，了解本段中“箬竹叶、
糯米、掀开、剥开、裹着”等词语的意思，积累“青青的箬
竹叶、白白的糯米、红红的枣、又粘又甜”等词语，理解作
者是从样子、香味、味道三方面介绍端午粽的特点。三是结
合学生的理解，借助停顿符号，指导学生读好长句子的停顿，
读出自己的感受。

（四）指导写字



出示“节、叶、米”三个生字，指导学生观察字形和笔画特
点，找出相同之处，并仿写“节”字，教给学生写字方法，
让他们在描红临写的过程中用心体会，举一反三，提高写字
效果。

（五）作业布置

围绕教学目标，设计了抄写、朗读和搜集资料几项作业，目
的在于巩固课堂知识，丰富学生的语言积累，提高学生的朗
读能力和从课外获取知识的能力，也为第二课时的教学做好
准备。

六、说板书设计

板书是一节课的灵魂。根据教学内容，本节课板书设计主要
呈现了生字的范写和第二自然段内容的提炼。力求直观明了，
简洁精炼，帮助学生把握学习重点，更好地掌握课堂知识，
并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规范书写的训练。

以上就是我说课的内容，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