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 端午节教师演
讲稿(实用5篇)

演讲中的抑扬顿挫，相当于音乐中的节奏，音乐需要节拍，
演讲也需要节拍，你应该让你的演讲充满节奏感，节奏就是
你口头表达进度的度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得一篇好
的演讲稿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演讲稿，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
方储药，赢躯亦点舟。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这首诗描写了南宋诗人陆游在端午节这天的生活习惯。作者
吃粽子，插艾枝，储药、配药方、祈祷这一年能平安无事。
从中也反映出了江南端午节的风俗。

作为中国古老文化节日之一，端午节文化不管在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可谓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过去，我对端午节的
知识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直到寒假里，我读了《我们的
节日》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端午节有着很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这本书当中得知，端午节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节日中，名称
最多的：端午节、端阳、重五节、夏节、天中节、五月节、
诗人节等。端午节的来源也有很多种，有纪念屈原说、龙说、
纪念伍员说等20多种。

其中，最流行的是纪念屈原说。据说，公元前278年，秦军攻



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含恨抱石头投汨
罗江而死，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每年这一天纷纷
涌到江边去凭吊屈原，所以在每年五月初五就有了赛龙舟、
吃粽子、喝雄黄酒、悬艾草的风俗。其中赛龙舟最有特色，
那争先恐后的激烈场面就像屈原强烈的爱国精神一样，几千
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们。

因为这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端午节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中
华民族主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天她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在我们德清，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的门上，都会挂上菖蒲、
艾草，据说可以辟邪消灾。

各家各户自然也少不了包粽子，那透着浓浓竹叶清香的粽子，
是我们孩子们的最爱，枣子棕、火腿棕、赤豆棕……一个个
引人垂涎三尺呢！有的地方，人们还会佩带着香袋，姑娘们
以这五彩缤纷的香袋做饰物，既香味袅袅，又让自己变得更
美丽动人，走在大街上自然引来了不少小伙们留连的目光。

偶然间，我从网上看到去年，韩国打算向联合国申报端午节
为他们国家的遗产，我非常惊奇，觉得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
羞辱，端午节是中国人的，怎么可以让给别的国家去申报呢！
这可能跟有些人喜欢过洋人的节日有关吧！我想，我们应该
行动起来，为保护宏扬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尽自己的
一份力吧！

看了《我们的节日》，那一个个传统、有趣的节日，正款款
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节日》一书，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
门，让我们通过另一个角度，去审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让我们更有理由为中华文化而自豪！

我的演讲完毕。

谢谢大家！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许多风俗，如赛龙舟、吃粽子，
悬艾叶等。在我的记忆里，每逢端午，奶奶都要包粽子，煮
咸鸭蛋、蒸大蒜，给我做香襄，带五色线。爷爷把买来的艾
叶插在门上驱邪。今年的端午节是个星期六，爷爷奶奶星期
五就把过节用的东西准备齐了，等着我们回去。

回到奶奶家，奶奶把做好的香襄和五色线给我带上，我闻着
艾叶的清香陶醉了。我主动要求学习包粽子。奶奶说，包之
前问一个问题，看你知道不知道。粽子的叶为什么外面是青
的，里面是白的的。我回答不上来。奶奶说，寓意是做人要
清清白白，像屈原一样。听完奶奶的解释，我感叹道：端午
节纪念屈原的传统真好，不仅让我们吃到美食，还有教育人
的作用。

开始包粽子了，我从芦苇叶堆里挑出一个又大又绿的叶子，
碧绿似翡翠，笔直的纹理清晰可见，漂亮极了。我将叶子卷
成一个类似金字塔的卷，不知怎么回事，调皮的棕叶总是不
听话，刚卷好，准备放米的时候，又恢复了原样。看着奶奶
她们已经包好几个，我急的“满头大汗”。妈妈看着我的窘
相，笑着说：“包粽子看似简单，其实想包好是不容易的，
就像你们学习一样，勤学苦练，才能学会。”

听了妈妈的话，我静下心来，认真的看奶奶她们包，(原来我
错就错在把粽叶卷成了类似金字塔的卷)而她们是把叶子卷成
的是圆锥形的。

我又一次上了战场，这次我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将粽叶卷
成了一个类似于圆锥体的样子，然后抓了一大把米塞到了圆
锥体筒里，谁知米宝宝玩滑滑梯呢——漏了下去，我又对筒
进行了改造，终于好了，这下可不会漏了。然后我把馅塞了



进去。

开始包了，我迅速将粽子绕成了一个密不露缝的“空间”，
可再看看这个形状，简直是惨不忍睹，算了，好不容易包成
这样，算好的了，开始缠线吧。于是，我回忆妈妈缠线的过
程，将粽子的中间缠几圈，再打个结就可以了。

经过努力，一个粽子就包好了，虽然不好看，但这是我第一
次包粽子，我还为我的作品骄傲呢！我还把我包的粽子照了
相，放在qq上，留作纪念。吃着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别提有
多高兴了。我的粽子是天下最好吃粽子！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了，关于端午节的由来
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纪念我国著名的诗人、爱国主义者
屈原的节日。

屈原是距今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楚国人。他所在的时代是
一个战乱频繁、弱肉强食的时代。当时的楚国在列强环视的
状况下，却不能及时的发现自己的错误，依旧墨守陈规，没
有改革的锐志，在国力方面远远地被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
的国家抛在了后面。

面对连年的战争失败，割地求和，统治阶级采取的办法是偏
安一隅，置国家存亡不顾，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对当前的形势有着清醒
的认识，于是在国内倡导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由此得
罪了旧贵族遭到了诋毁攻击。面对压力，屈原秉持宁折不弯，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思想，在与保守势力的斗争中显示了
自己的高尚节操，赤诚的爱国之心。这一片冰心，穿透了两
千年的时空，依然光耀在中华大地。

两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谈论屈原的爱国主义，倡导的是什
么呢？我们倡导的是屈原热爱自由，和平的精神，是面对危
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的责任感，是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精
神，要体会到屈原对于国家人民的深厚感情，体会到屈原对
于这片土地，也就是我们脚下这片广袤大地的深厚感情。

和屈原不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盛世的中国。国家富强，民
众和谐。在这一个富足自信的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会爱国，
知道自己胸前的红领巾来之不易，学会珍惜我们看似应得的
宽敞明亮的教室，我们的学习的机会，甚至我们的衣食。

这都是我们的父辈甚至我们的祖辈怀持爱国的理念，对幸福
和平生活的向往，扫净了自战争之后弥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阴霾，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拼搏来的。

最后用一句屈原的话送给所有的同学＂玉可碎而不改其白，
竹可黄而不毁其节。＂，希望我们珍惜今天的生活，彼此勉
励，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做一个奋发图强，能为祖国建设
贡献心智的人，能为自己的将来铺垫繁花似锦的人，能回报
呵护自己的父母师长，无愧于炎黄子孙的人。

在这里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端午节，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它又叫端阳节，是每年的农历5



月初五，是纪念屈原的日子，也是我们包粽子吃粽子、划龙
舟的日子。这天马上就要来临了，相信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
传统节日了吧，那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大概讲讲关于端午节的
事情吧。

我刚才说端午节是祭奠屈原的日子，那同学们知道是什么原
因吗?是的，屈原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据说，春秋时期，秦国大肆侵略楚国，攻占楚国都城的时候，
屈原看着自己的国家被侵略，宁死不屈直接投汨罗江自尽，
屈原死后，楚国的百姓悲痛万分，每一年的这天都去江边祭
奠他。所以在每年的农历的五月初五才有吃粽子化龙舟的习
俗，成了一年一度纪念屈原的日子。

屈原的这种宁死不屈的爱国精神在当时振奋人心，值得楚国
的百姓的爱戴，在20__多年后的今天，也依然被尊崇和敬佩。
我们敬佩他面对强权宁折不弯的血性，面对危机有着舍身成
仁的气魄和胆量，也体会到了他对国家人民的深重的感情，
和对我们脚下这篇广袤土地深沉的爱。所以才会有一年一度
的端午节的祭奠流传至今。

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还有很多其他的风俗。最常见的风俗
就是挂艾草吃粽子。我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节，家里的门
口都会挂艾草，风轻轻的吹过来，我好像还能闻到艾草上淡
淡的草屑香，这一整天我都非常的.开心。我家从一大早就开
始包粽子，白白的米饭里面夹点肉，再放点红枣，就是我最
喜欢吃的红枣味的肉粽，现在想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嗯，
我好像也看到了下面有同学咽口水呢。别急，再过两天，我
们就都能吃到了哈。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传承了中国20__多年历史的
节日，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门。我们作为当今的
新生代的一员，我们要主动的弘扬这种带着中国历史气息的
传统文化，也要弘扬屈原的那种爱国主义情怀。我们的祖国
日渐繁荣昌盛，哺育我们一代代人的成长，我就想在这里当



着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面，大声的向我们的祖国表白：我爱你，
中国!也希望我们能珍惜现在的生活，彼此勉励，努力学习，
长大后做一个爱国爱人民，对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的人吧!

我的演讲完毕，谢谢!

端午节教师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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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的这一天人们必不可少活动，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
佩香囊，赛龙舟。今年的6月9日是农历的五月初五，也将迎
来我国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那么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据说，在两千多年前，楚国的大夫
屈原情系百姓，心忧天下，当他得知楚国被秦军攻破后，就
于五月五日，抱石投江自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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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打捞他的尸身，就有了后来赛龙舟的风俗。百姓们把用楝
树叶包裹，外缠彩丝的饭团投入江中祭奠屈原，就成了我们
现在吃的粽子习俗。于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月就被定为端午
节。端午时节，千家品粽，万户悬囊，人们纷纷挂艾草、佩
香囊、赛龙舟、办诗会，来纪念屈原，庆祝节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外来文化越来越多的渗入了我们的
生活，这曾经最热闹的活动，渐渐被人们所淡忘，我们似乎
不再眷顾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圣
诞节”“愚人节”这些西方节日。当我们还沉在西洋节日的
欢声笑语中时，2006年，韩国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端
午节为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将其列入国家遗产名录。
听了这些，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心情，这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
日的得失，不仅仅是少了几项庆祝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它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它留存着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
每一次传统节日，就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一次加强
和洗礼。而如今，这个我们过了二千多年的传统佳节眼瞅着
成为了他国的国家遗产，我们将是怎样的尴尬与无奈。

中国的传统节日异彩纷呈，文化内涵丰厚，它们留存着先民
独特的文化记忆。对祖先创造的历史文化遗存，我们须怀感
恩之心，敬畏之情。同学们，我们是中华民族的栋梁，中华
文明需要大家共同传承，并且发扬光大。希望大家不要冷落
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让华夏文明在神州大地彻彻底底的
辉煌起来！谢谢大家。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