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感想 端午节心得体会与感想(优
质9篇)

端午节感想篇一

当每家每户的屋子里传来一阵阵粽香时，端午节便来临了。
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在包粽子、吃粽子，忙得不亦乐乎。

吃着味道鲜美的粽子，读着“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的千古名句，我不禁想起了屈原——这位两千多年前
的中国文人。他早年受楚王信任，任三闾大夫。后来因才高
气盛，性格耿直，遭佞臣陷害，在楚王面前进谗，使屈原二
次被流放。

在流放期间，屈原写下了《离骚》、《九章》、《九歌》、
《天问》等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其文笔委婉含蓄，开创了
一种新的文体——楚辞。后继者又有宋玉、贾谊、东方朔等
人。汉人刘向将这些“骚体”作品整理成书，这就是影响后
世几千年中国人的《楚辞》。在文学方面，屈原产生的影响
确实是无可比拟的。

此时，我仿佛看到了在两千多年前，一位怀才不遇的才子在
月夜下孤单徘徊，一位忧国忧民的大夫在草屋中饮酒消愁，
一位志向高远的诗人在江边独步吟唱：路曼曼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我品粽子，品到的不只是粽子本身味道之鲜美，更品到了一
种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我读《离骚》，读到的不只是其中语句
之优美，更读到了屈原等一批批爱国诗人坚贞不屈的精神和
一颗忧国忧民的火热的心!屈原的名字将和他的作品一起，千
古传颂，成为鼓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执著追求于理想的精
神食粮!



端午节感想篇二

大家都知道端午节，它是农历的5月5日，那你们知道端午节
的由来吗？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传说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屈原看到自己的祖国被攻破，不
忍亡国，并在5月5日写下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
跳进汨罗江身亡，这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你们想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草，吃咸
蛋吗？让我继续来介绍吧！

当屈原死了以后，楚国人民异常悲痛，纷纷跑到汨罗江打捞
屈原的遗体，渔民们划起了船，在江中捞他的尸体。有位渔
民拿出准备好的饭团，鸭蛋等食物，说把鱼虾喂饱了它们就
不会吃屈原的身体了。说完把食物扔了下去，其他人看了也
纷纷往水里扔食物，还有一位老中医把雄黄酒倒进水里说要
把蛟龙水兽药晕了，以免伤到屈原，后来怕蛟龙把饭团吃了，
就在外面包了一层树叶，用彩丝系上，最后渐渐变成了粽子。

你们想知道怎样包粽子吗？让我来说说吧，首先要拿来一张
粽叶，然后把它卷成三角形，再往里面放糯米和一颗小红枣，
最后把粽叶包上等它煮好后味道扑鼻而来，可真香啊！在上
面撒了点白糖，咬一口，感觉它像棉花一样的软。

每当我吃粽子时总会想到爱国诗人屈原，我也要像他一样爱
国。

端午节感想篇三

每当到了农历五月五日，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就要到了，这是
中国人民节日中的一个节日，习俗多种多样，如：吃粽子，
赛龙舟，插艾叶……可今年的端午节可不一样，以前我们到
了端午时都是买棕子吃，但今天可是我们亲自包的!



妈妈对我说：“包棕子要拿两片棕叶叠在一起，翅棕子叶的
三分之一处折成‘漏斗’的样子，接着就是把糯米放入，用
筷子捣实，然后用‘漏斗’上面的棕叶把‘漏斗’封好，最
后用绳子绑住打个一个结，一个香甜的棕子就好了。”我按
照老妈说的做，可是我在包棕子的时候，不是漏糯米就是把
刚折好的漏斗搞散了。可我不会被一点儿困难给退缩，我又
一次重来，包了老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包好了一个
棕子。

奶奶把我们包的棕子放在锅里蒸，过了7——8个小时，奶奶
把棕子拿了出来，对大家说：“吃棕子啦!”我与老爸，老妈
一起出来，准备吃一口美味棕子。我尝了一口棕子，哇!棕子
真好吃!我立刻对奶奶说：“奶奶做的棕子超好吃哇”!爸爸
妈妈尝了也夸奶奶她的厨艺好，奶奶被夸得直说：“哪里哪
里”!

这时，我问爸爸：“我们为什么要吃棕子呢?”爸爸说：“这
是纪念战国时候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奶奶接着说：“屈
原有着爱国激情，却又报国无门，后因楚国国都失险，在公
元278年的五月初五，屈原投泊罗江而死。为了对屈原的哀思，
人们就把包好的棕子投入河内，让鱼儿们吃饱后免吃屈原的
遗体。”奶奶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

我说：“哇!奶奶你懂得真多。”

今天，我真开心，如你问我为什么，我会说：“今天我学到
了知识与包棕子，当然开心!”

端午节感想篇四

作为五年级的学生，关于端午节，你有怎样的感想和看法呢?
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年级端午节感想优秀作文相
关资料，欢迎阅读。



今天是端午节，可是早晨就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哪里也去
不了，只能待在家里，等爸爸做好吃的。

中午快到了，爸爸买回来了很多菜，我洗菜，爸爸炒菜。第
一道菜，宫庭排骨炒好了，我尝了一下香喷喷的，感觉很有
嚼劲。第二道菜，剁椒鱼头蒸好了，我又尝了一下，感觉有
好浓的鲜嫩辣味。第三道菜，福寿全鸡闷出来，我又尝了一
下，感觉鸡肉很滑嫩又清香可口。第四道菜，红烧牛肉爸爸
是用爆炒法做的。我又尝了一下，感觉牛肉很细腻滑润。上
菜了，我一手拿着根鸡腿，另一手拿筷子，咬了一大口鸡腿
又吃了一下剁椒鱼头，啊，真好吃!我大口大口地吃，一根鸡
腿很快就被我吃完了。我满嘴是油腻，这真是美味极了。晚
上，我们还是吃中午剩下的这些菜，妈妈只是去热了一下。

端午节真好!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让我大吃特
吃，尝出了菜的奥妙，也尝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快乐!但遗叹的
是天不作美，雨无情的一直下到晚上。

今年的端午节，月亮分外圆，碗里的汤圆也热气腾腾。在这
么一个吉祥如意、家家团圆的节日里，我不禁联想到四川：

5月12日，四川发生了7。8级大地震(后修订为8.0级)，四川
人民死的死，伤的伤。这些受伤的四川人民中要么骨折，要
么家人失散，这对于四川的孩子是多么的不公平啊!他们得忍
受亲眼见到家人死去的痛苦，又得忍受这场灾难所带来的死
亡、伤痛。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在
他们的幼小心灵上刻下深深的自责。原本属于他们的无忧无
虑、天真可爱、快乐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大地震让他们变得
悲伤痛苦、心事忡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考验，考验
他们是否能坚持活下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更体现出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可亲
可敬的温家宝来回奔波，安慰孩子们，鼓励他们坚强;日理万
机的，赶赴地震灾区慰问四川人民，看望战斗在一线的官民
战士和医护人员。虽然我们不能亲身体验一下你们那时的痛



苦，但我们积极地为你们捐款捐物，祈祷祝福你们早日走出
困境。

看着汤圆，我不由自主地对天空轻轻地说：“四川人民，希
望你们能跟我们一样，快乐团圆地过好这个“端午节”。

农历五月初五是什么节日呢?为什么每家每户都要在这一天包
粽子呢?这两个问题我可以来回答：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
之所以每家每户都要包粽子，是因为纪念屈原。

今天，我们家也一起包粽子。妈妈早上很早起床，到市场买
配料。到了中午，各方面准备完成。开始，我把两片竹叶叠
在一起，在三分之一处折一个角，形成三角体。然后，我把
一块绿豆沙塞了进去，再放一点糯米。最后，我想用竹绳把
粽子包起来，但是香肠和糯米总是从下面的小孔露出脸来，
我用夹子把那个小孔夹住，可是妈妈说：“不能这样，待会
儿怎么煮啊。”我把夹子取了下来，学着妈妈的样子把孔缩
小。最后，我顺利的做好了第一个粽子，我越做越有劲，一
共做了18个。我把我的几个优秀作品拿去煮。一会儿后，我
把我最得意的作品拆开竹叶往嘴里送，顿时，一阵芳香在嘴
里飘来飘去。吃完粽子，我感到非常自豪。我们一家人吃完
了粽子，便举行了一个小游戏：把三个不同的人包的粽子放
在桌子上。自己尝出那一个是自己做的。我一开始，总是品
尝不出我做的粽子。最后，我发现最后一个粽子的底部，有
一块绿豆沙露出了来我高兴的指着它，爸爸开翻下面的答案，
结果被我猜中。

这个端午节真令我难忘!

端午节感想篇五

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说，关于端午节，你有怎样的感想呢?以下



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一端午节感想的优秀作文相关资
料，欢迎阅读。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
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
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
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
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呢!

上午，我们家就开始包粽子，准备好喂我肚子里的“蛔虫”
了。说道端午，大家一定不知道端午节的知识，就让我这个
大博士来告诉你们有关端午节的知识吧!

说起端午，我们还得请出一位诗人让他来帮我们先开头说起
他吧，可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爱国诗
人——屈原呀!屈原是战国时期出国人，很有学问。他在楚王
身边做官，以形象是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昏君楚王却听信
奸臣的话，把屈原削职流放。在流放中，屈原听说楚国的的
都城被敌人占领，百姓遭难，悲愤极了。五月初五这一天，
他来到汨罗江边，怀抱一块石头，以纵身跳入汨罗江中。出
国的百姓听到屈原投江的消息，都十分悲痛。他们含着泪划
着船赶来打捞屈原，还把粽子扔到江里喂鱼，希望鱼儿不要
伤害屈原的身体。这就是五月端阳包粽子的来历。

还是再来说说端午节赛龙舟的故事吧。当时楚人因为舍不得
贤臣屈原死去，于是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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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龙舟竞渡之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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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的尸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清乾隆二十九
年中国台湾开始有龙舟竞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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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这就是我收集到的端午知识，现在大家对端午节有一



定的认识了吧，现在大家是不是该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感
到惋惜?如果不是楚王的一意孤行我想屈原还会给我们带来许
多不朽的诗篇，可是屈原的纵身跳入洗干净了人们的心，他
留下来的不仅是悲壮的诗歌还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我相信伟大
的爱国诗人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今天是端午节，我早上一起床，就看每家每户门前都插着艾
草，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的早点是粽子。在吃粽子时，我
想起这么一个故事：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战国时期，一位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当时楚国被别的国家所灭，屈原不愿
投降，为了表达他的爱国精神，他抱着一块大石头，跳进湖
南的汨罗江自杀了。老百姓为了不让鱼把屈原的尸体，就包
了许多许多的粽子，扔进汨罗江喂鱼。表示了老百姓对屈原
的爱戴之情。以后，每到端午节，人们都包粽子纪念他。

到了10：00，我奶奶就忙个不停，做这道菜，做那道菜，能
帮忙的地方，我尽量帮忙。经过十几分钟的努力，一桌丰盛
的午餐便作好了。

端午节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泪下的传说。据说白蛇精白娘
子迷恋上了凡人许仙，白娘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子，不做任
何坏事。他和许仙结为夫妇，一直过着美好的生活，不久便
生儿育女。可是有一天，有个叫法海的坏和尚一心想拆散他
们一家，就把许仙骗上了山，对他说，他的娘子是一条白蛇，
在端午节的时候，给她喝雄黄酒，他就现出原形来。正如法
海所说，许仙给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立刻变成一条巨大的
白蛇，扭动着身子。这可把许仙吓的竟然死了。白娘子为了
救活许仙，去盗仙草，一路上山高路远，凹凸不平。爬到山
顶时，山神来和她决斗，白娘子和他打得你死我活，遍体鳞
伤，历经千心万苦，终于拿到了仙草，救活许仙。

狠毒得法海见还没拆散他们，又把许仙骗来，给他一个圈子，
让他在白娘子梳头时，戴在她头上，会保平安的。毫无警备
之心的许仙真的照办，他刚把圈戴在白娘子头上时，白娘子



就被收了进去，关在雷峰塔内。

端午节，我吃着粽子，想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和不畏艰
辛执着追求的白娘子，心里不禁感慨万千。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们乐清人特别重视这个节日。
端午节的传统习俗有：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龙舟，
给小孩涂雄黄，饮用雄黄酒、吃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而划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头戏。

每当到端午节前夕，偶尔河面上传来稀稀疏疏的几声锣鼓声;
人们路过河边时，常常看到河面上会有几只龙舟“飞奔”而
去。他们大概在为端午节的比赛备战吧。到了“开战”的那
一天，银溪河边站满了观众。有的老人搬了凳子坐着悠闲自
得地看着;有的大人将孩子背在肩上一起观看;有的年轻人站
在最后，踮起脚观望;还有的人用尽全力向上跳，希望能看见
一点。河面的起点上有序地停着一只只来自乐清不同地区，
各色各样、五光十色的龙舟。一声令下，只见四五只龙舟飞
奔而去，锣鼓声叫喊声响成一片。河两岸的观众也呐喊助威。
龙舟在河面上像几条水蛇，麻利的向前冲。快接近终点了，
选手们的喊声越来越激烈，一只只龙舟先后冲破终点。慢慢
的，船停了下来，喊声渐渐平息了，喧闹的人群暂时安静了
下来，接着观看下一场比赛。

端午节除了划龙舟以外，就属包粽子，吃粽子最开心。

端午节，在外婆家过，一进门，就看见许多人围着桌子包粽
子。外婆先用粽叶做一个三角体，在底部放上糯米，然后把
陷放上去，再盖一层糯米，包上粽叶，最后捆上线，放在一
边等候进竹笼。这边动工，那边早早已经下锅了。一开锅，
一股清香迎面飘来，我们扑了上去抢粽子。外婆叫：“别烫
着!”我专挑吃金丝枣陷、赤豆陷，因为甜。而大人则喜欢吃
咸的肉馅。我们都只吃个新鲜，图个团圆热闹。



希望每年的端午节都那么热闹，也希望的习俗代代相传。

端午节感想篇六

两千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泊罗江边，投入了滚滚
激流。两千多年后，五月初五成了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
节。

有一首儿歌是这样写的：“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
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五月五，是端阳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叫端阳节。这是汉族人民纪念爱国
诗人屈原的节日。屈原是楚国人，一心想着国家，可是没有
人重用他，他看着国家正在衰败，绝望了。在五月五日投向
泊罗江自尽了。因为人们爱戴屈原，为了纪念屈原，就有了
端午节。

门插艾，香满堂

在端午节，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插着艾草。屈原死后，人们把
五月五日看做不好的日子，于是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人们就
在门上插艾草避邪。艾草有一种特殊的味道，插上后，就会
有。这渐渐成为了一种习俗。

吃粽子，撒白糖

在屈原死后，爱戴他的人民，都争先恐后的向江里投粽子，
好让江里的鱼虾吃饱，不吃屈原。这就成为了端午节必不可
少的食物。而撒白糖，是希望生活像白糖一样甜美。

龙舟下水喜洋洋



人们舍不得屈原死去，很多人划船追赶，却不见踪影。之后，
人们以划龙舟纪念屈原，在划龙舟时，赶走鱼群，保护屈原。

这是我们的节日，即让我增长了知识，又带来了快乐!

端午节感想篇七

古代有一个爱国大诗人，名叫屈原。因受奸人挑拨，被皇上
驱逐。但他仍然爱自己的国家。最后投江自尽。后来人们为
了纪念屈原，便有了今日的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地
方的节日特色已经不复存在了。可是闽南一带却还有着浓浓
的民风民俗。

上午，大家都会去割艾草。割来的艾草都被挂在门前屋后。
整条街都是绿茫茫的一片，仿佛有千万条绿色的丝巾迎风飞
舞。这艾草寓意驱蚊除虫，驱灾避邪。

艾草驱邪的民俗流传至今，而十二点的光阴更让人难以忘怀。

正午十二点。家家户户都端着盆子，到河边取水。用晶莹剔
透的水来冲洗脚或脸，洗走自己身上的晦气。之后，人们还
会聚集在河边跪拜祭祀。不仅是跪拜，在贡台上还供着不少
供品，有鸡鸭鱼肉、美酒果蔬等。当然，更少不了最重要的
棕子。最后，将其中6个棕子投下河去喂鱼虾。(好让屈原的
遗体继续安息于海底)祭祀便完毕了。其余的贡品便可以自己
带回家食用，以求沾一些福气，带来好运。

午后，端午的又一个高潮到了——采莲。由一个打扮不堪入
眼的醉汉为导，抬一尊木雕龙头。龙头雕刻的栩栩如生，眼
睛炯炯有神，有一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威严。身后跟着锣鼓
队、花童等。这个_伍要进入每家每户舞旗拂尘。主人则要行
待客之礼，送一些糖果饼干给他们。队伍十几米长，上百人



组成。鞭炮声持续不断，锣鼓声响彻云霄。气势真是不同凡
响!

在端午，小孩子兴的莫过于得到一件礼物——香包。它的色
彩多以红黄紫为主，表面细绣着一些美丽的图案。据大人们
说，香包里还有许多好东西。喻吉祥如意，带有长辈们对孩
子的美好祝愿。

闽南的端午总是那么别具特色，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端午节感想篇八

超市里琳琅满目的粽子让我看得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味道
一应俱全，有绿茶味的，腊肉味的，红枣味的，甚至还有鲍
鱼味的、燕窝味的，连包装袋也是五颜六色的，我突然想起，
原来今天是端午节。

记忆的河，慢慢开始春潮涌动……

六年前，奶奶来到我们家小住了几个星期。她准备要回肇庆
老家时，正值端午节，妈妈执意留她过完端午节再走。奶奶
说她从小就会包粽子，是跟她的妈妈学的。肇庆的裹蒸粽特
别有名，奶奶说在她回老家之前一定要亲自包一回粽子给我
们吃。

奶奶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三天时就开始准备材料了。她买了很
大的艾叶，告诉我，裹蒸粽比一般的粽子大，所以要用大的
粽叶来包。她还准备了糯米、黄豆、猪肉、咸蛋。

“糯米要泡一天一夜，包好煮后才好吃，细而滑，不会有夹
生的感觉。”奶奶告诉我，我还记得她把黄豆也泡了很长的
时间，然后再用开水煮一遍，晾晾，这样就好去皮。先把猪
肉切成小块，然后用奶奶自制的蜜汁浇上去，腌上一天。



我问奶奶：“包粽子这么麻烦，为什么不上超市买几个回来
吃呢?“奶奶神秘地笑了笑，也不告诉我为什么。

终于要包粽子了，奶奶忙啊忙，也不让我帮忙。后来包好了，
奶奶就举着她包好的又大又方的粽子看着我笑：“小馋鬼，
煮好就能吃了!”

过了两三个小时，香喷喷的粽子就端了上来，奶奶把粽子分
给我和爸爸妈妈，一人一个，放在一个盘子里，神秘地对我
们说：“我把一块玉如意放在了粽子里，谁吃到了就能一生
如意平安，事事顺利，快快乐乐!”

我和爸爸妈妈互相看了几眼，都想看的看那块如意的样子，
于是迫不及待切开了自己的那个粽子。爸爸妈妈的粽子里都
只有猪肉和咸蛋，他们的目光便齐刷刷地望向了我。毫无疑
问，玉如意在我的粽子里。我把它拿出来，哇，一块淡绿色
的玉，晶莹剔透，真漂亮!我开心地蹦了起来，觉得这一生便
会事事如意、顺利了!这时，我看见奶奶用她那慈祥的目光看
着我，满脸爱意，她笑开了花，脸上细细的皱纹幸福地荡漾
开来。

奶奶终于还是回老家了。玉如意从此挂在我胸前，爸爸告诉
我，那玉如意是奶奶故意给我的。原来，奶奶在粽子叶上做
了个记号，只有她才知道哪个粽子放了玉如意，奶奶是希望
我快乐，事事如意呀!

现在我才懂得，那小小的粽子里寄托了奶奶对我全部的爱。
细滑的糯米，咸香的蛋黄，细腻的猪肉，还有那淡绿的玉如
意，便是端午的味道。

端午节感想篇九

20__年_月__日我校师生在会议室举行了端午节特别活
动——“端午故事会”。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两千多年来,飘香的端午和不
朽的诗人屈原一路相伴,他那种爱国情怀、浪漫诗篇,已经化
为民族的文化与精魂,深深地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本次
活动的主题是品味端午，传承经典,共庆端午佳节。

七年级一班的刘_同学带来的端午故事传说，赢得了同学们的
阵阵掌声。

八年级的吴__同学用优美的语言把端午的情意传递。

七年级六班的赵_用他的《艾蒿与菖蒲》打动了所有的同学获
得了优秀的成绩。

在激烈的角逐中七年级的赵_，杨__，徐__分别斩获一二三等
奖，八年级的吴__，周__，郑__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

中华经典的铿锵音韵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中华经典的千古风
韵还在我们心头荡漾。诵读中华经典,让优秀的民族精神在我
们血脉中流淌。诵读中华经典,让民族文化智慧支撑我们人格
的脊梁。愿五千年文化瑰宝大放异彩,愿中华儿女豪情满怀,
再谱新的乐章。

同学们,让经典伴随我们的中学时光,伴随我们成长,让我们在
经典的海洋中直挂云帆,乘风破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