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端午节粽子日记 端午节包粽子日记
(模板13篇)

梦想是一种使命，它使我们不畏艰难，敢于追寻自己的梦想。
与志同道合的人相互激励和支持是实现梦想的动力。阅读这
些梦想范文，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梦想。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一

端午节快到了，我在家跟着奶奶学习包粽子。

我们先把昨天晚上泡的糯米拿出来，再把芦苇叶放在锅里煮3
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再去超市买蜜枣和花生，然后就开始包
粽子了。

首先拿起芦苇叶把它卷成一个圆锥型，不要把叶子用完(等会
还要把粽子包上呢)，然后我们往里面放一点糯米，再把蜜枣
放进去再放一点糯米，再把花生放进去，把口填满把边上的
粽子叶扣上去，用线或叶子把粽子包上再系上。经过这番忙
活后我们的粽子就成型了，像一个三角形。注意：一定要系
紧不能太松，太松的话会在煮粽子的时候松开，整锅粽子就
会变成一锅糯米汤了(我就办过这事，把奶奶搞的哭笑不
得。)千万不要像我学，包得那么松，变成了一锅粥。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包好的粽子要下锅了。煮
的时候先开大火煮滚了以后用小火煮，煮2~3个小时就可以出
锅了。如果喜欢吃肉的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再做肉的一样很好
吃。

吃粽子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现在粽子成了
我们的传统食品，现在我仿佛又闻到了阵阵飘来的粽子的香
味，听到奶奶喊：“吃粽子了……”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二

有趣的一天又要结束了，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经验，
是时候认真地写好日记了。日记你想好怎么写了吗？下面是
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端午节的粽子日记，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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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首儿歌，我知道端午节就要到了，
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吃粽子。

你看，这几天奶奶又提早忙起来了。正巧，我家门前有个水
塘，水塘的滩涂上有一片芦苇，那粽叶便是出自那里，奶奶
提前掰好粽叶，放在锅里煮。煮粽叶也是个技术活呢！如果
把粽叶煮脆了，包的时候叶子容易断;如果煮老了粽叶变黄了，
煮出来的粽子又不香了。

每每这时，粽叶飘出的清香，总是馋得我直流口水，盼着快
点吃到粽子。奶奶把糯米洗净沥干，放入酱油将糯米均匀搅
拌，经过搅拌原本白净的'糯米像穿了一件红衣裳。奶奶把两
片粽叶重叠起来，熟练地做出一个漏斗形状，用勺子把糯米
放进这个漏斗里，接着放上一块腊肉，然后再放一勺糯米，
用拇指使劲地塞紧，粽叶封口，把糯米和腊肉严严实实地包
起来，最后用棉线把包好的粽子给扎起来(这样防止包好的粽
子散开)，一个粽子才算是大功告成了。看着奶奶灵活的双手
上下翻飞，我羡慕得不得了，骨子里的牛劲儿顿时上来了，
吵着要学，奶奶无奈，就手把手地教我，可是试了几次，我
的手总是不听使唤，最后以失败告终，只能望“棕”兴叹了。

粽子口味多种多样，有晶莹剔透的白水棕;有香甜可口的蜜枣
粽;还有肥而不腻的鲜肉粽……粽子形状也是千变万化，有三
角粽，小脚粽，枕头棕。

端午节就要到了，听了我的介绍，是不是馋得口水直流三千
尺，那我赶紧向奶奶禀报，让她多多准备，等着你们来尝



尝“奶奶的味道”！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三

盼星星，盼月亮，端午节终于到了，终于可以吃到香喷喷的
粽子了，我的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每年的端午节我和爸爸妈妈都要到乡下去和爷爷奶奶过端午
节，到了乡下那里的天蓝蓝的，小花小草都是五颜六色的，
美丽极了。包粽子是奶奶的拿手好艺。

首先她把粽叶放到热水里浸泡，再准备好糯米、红豆、枣和
肉，把瘦肉切成小块用酱油等材料拌好和米等放到用几张粽
叶卷成的“小斗”里，再用一张粽叶包一下，用线扎好，这
样一个三角形的粽子就包好了，一瞬间，奶奶手脚很麻利，
三五下就把一篮子粽子弄好了。然后，再把它们放到锅里煮
熟。

记得有一次，也是端午节。奶奶照样也做了很多的粽子，我
和弟弟比赛吃粽子，那粽子滚烫滚烫的根本没法吃，但为了
好吃的粽子，为了赢，我豁出去了，马上大口的吃，啊！我
的嘴快成两根烤焦的火腿长了，再看看我的弟弟竟然很悠闲
的唱起歌来了，这下可把我气坏了，我看了看篮子里的粽子
只有一个了，我拿着最后一个粽子慢慢的吃，这时弟弟看看
装粽子的篮子，啊！粽子已经吃完了，哈哈！胜负已定。

这真是一次快乐的端午节啊！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四

每到此时家里都会从外买现成的来吃，虽说各式各样，有三
角，有五角，有枕头样的；也都很好吃，有肉馅的，有蛋黄
馅的，但还是没自己包的吃的爽。今年，我再也不想错过这
个大好时机，商量好下午跑到有包粽子习惯的邻居家去学包



粽子。

一到邻居家，受到热情款待，吃吃这个尝尝那个，小半时间
都过了。“办正事，包粽子”他们便拿来粽叶，肉，米等一
系列工具，开始包粽子。邻居家奶奶先把洗干净的粽叶叠成
一个“蛋筒”形状，上面露出一片“大叶子”，再把糯米倒入
“蛋筒”中，塞肉，然后再倒糯米，用筷子剁实，最后，把
粽子折成一个狗头形状，用绳子把它捆起来。

就这样，一个粽子完成了，看起来挺简单的。我开始动手，
拿出两片一大一小的粽叶，学着她的样子折出一角，再在折
好的角筒上放入一点已浸泡好的糯米，塞上一大块猪肉，又
用糯米盖得严严实实的。我得意了，比想象中还顺利地完成
了一大半。当我再把粽叶盖好时，糯米就像孩子似的不听我
的使唤，接二连三地跳出来。我急得直跺脚，幸好有奶奶她
替我“解了围”——割掉一些糯米，我才舒了一口气。到了
最简单的步骤——扎棕绳，看我大显身手。我想粽子要包扎
严实才好吃。我接过棕绳，把粽子五花大绑捆了一圈。

“不要紧，继续学，残局我来收拾”听了邻居家爷爷的话，
宽慰了很多。有了失败，我小心了许多，也成功地包出了几
只。几个包完后，我想给粽子换换照形。我用心地包着，一
个比一个有趣。粽子下锅后，我没尝到我亲自包的粽子，我
也不知道我最爱的蛋黄馅的粽子怎样包，但是我从包粽子的
过程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五

端午节快到了，我在家跟着奶奶学习包粽子。

我们先把昨天晚上泡的糯米拿出来，再把芦苇叶放在锅里煮3
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再去超市买蜜枣和花生，然后就开始包
粽子了。



首先拿起芦苇叶把它卷成一个圆锥型，不要把叶子用完(等会
还要把粽子包上呢)，然后我们往里面放一点糯米，再把蜜枣
放进去再放一点糯米，再把花生放进去，把口填满把边上的
粽子叶扣上去，用线或叶子把粽子包上再系上。经过这番忙
活后我们的粽子就成型了，像一个三角形。注意:一定要系紧
不能太松，太松的话会在煮粽子的时候松开，整锅粽子就会
变成一锅糯米汤了。万不要像我学，包得那么松，变成了一
锅粥。

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包好的粽子要下锅了。煮
的时候先开大火煮滚了以后用小火煮，煮2~3个小时就可以出
锅了。如果喜欢吃肉的可以用上面的方法再做肉的一样很好
吃。

吃粽子是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现在粽子成了
我们的传统食品，现在我仿佛又闻到了阵阵飘来的粽子的香
味，听到奶奶喊:[吃粽子了--"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一度的端午节马上要来了。为了
纪念屈原，有的地方赛龙舟。我们河南有包粽子的习俗，我
们家也不例外。

今天一大早，奶奶就忙着洗粽子叶、泡花生、糯米，我
问：“今天包粽子么？”“是啊！下午才包”奶奶说“那为
什么这时候泡啊？”我说“因为提前把粽子泡四个小时，容
易熟，粽子软，口感好。”奶奶说。

下午奶奶开始包了，我搬个小凳子在一旁看着，奶奶一边包
给我讲：“先把粽子叶折成三角形的斗装，为了米不洒出来，
先放花生再放米然后放枣，上面盖一层米，把余下的叶子盖
过来包着下面的米，把尾部折过来，缠上线，一个粽子诞生
了。



看着容易，做着难。奶奶包一个成一个、我包一个、撒一个。
我不灰心，接着包。一次又一次我终于包成了一个没有型的
粽子，”不错，煮熟就能吃。“奶奶说。我一连包了十几个，
样子还不错。

我吃着自己包的粽子，软软的，甜丝丝、香喷喷，真好吃啊！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七

嗨，又快到端午节了，说到端午肯定要说到包粽子。你们会
吗？我可会呦！这不又要开始包了嘛。

经过一天的准备，我们在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在食堂里包粽
子。我和我的队友麻利的干了起来。我们拿来事先准备好的
林料：棕叶，花生，糯米，红豆,绿豆，咸蛋，火腿肠，等。
我们拿出一个盆子将佐料放进去。不过火腿肠和咸蛋可要碎
的。看着这么多丰富的佐料，我不禁口水延流三尺。好了事
归正传。开包了！我拿起两片棕叶准备包。疑！怎么包来着？
我使劲回想着之前做粽子的经过，可就是想不起来。不用怕
我们的救星来了。厨房里的阿姨有我们不会包便教起我们。
看着她们的粗糙的双手移动着。我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我照着阿姨的样子包了起来，我将两片棕叶上下放在一起，
但左右不用对齐，婉转的一转，形状便出来了。我勺起一勺
糯米关压实，怎么漏水了，不用怕这是正常现象。然后我再
勺起一勺佐料放进去，关再勺一勺糯米盖住。再一捆,哈！还
真行。一会儿就包好了一个。我的第一个粽子就出世了。

我看了看我们的队友，他们自己也不赖吗！包的很是好看。
像是一个个穿了绿装的石头。再看看別的组，个个专心致志，
很是投入，每包好一个粽子脸上便露出开心的笑容。我们真
是太高兴了。我继续包了起来。可是一对比，就显得我的好
丑，不免被笑话一番。个个膘肥体胖，又松懈又松。不过我
又鼓起勇气包了起來。这一次可好看多了。它在我手上骄傲
的躺着，好像在说，各位朋友我新生了，祝贺祝贺吧！



我加快了手步，不一会儿就包好了六个绿小子。再看看别人，
也不赖吗！听说下午就可以吃到我们亲手做的粽子，真是开
心死了。

随着时间的飞逝，我们结束了包粽子的过程。就等着下午开
吃了。随着一个中午的煎熬，我们终于迎来了下午。当我和
我的队友吃到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心里别才是有多高兴了。
不过唯一不足的是盐味不足。不过总体来说还是挺好吃的。
我们不会儿使狼吞虎咽的挎定了它们。摸着自己的圆鼓鼓的
肚子，回味着它的味道，真是舒服极了。经过这一的活动，
让我们的知道了食物的来之不易，它是要经过层层的加工才
来的。让我也知道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道理。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八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
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
“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
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
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
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
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
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
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
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
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
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
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



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
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
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
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
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
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
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
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九

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吃粽子。往年妈妈给我们买粽子吃。
今年妈妈说了，我们自己动手，包粽子吃。

我们把准备好的江米、白糖、葡萄干和粽叶，都放在桌子上。
妹妹拿来了细线，剪成了一段一段的。

我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先把粽叶卷成三角形的筒子，然后用
小勺子盛起江米，把江米放在张开的粽叶里，加上葡萄干、
白糖、。最后把粽叶折过来，把张开的口子封好，用细线缠
起来，缠的很结实，免的江米从粽叶里跑出来。

我们把包好的粽子放在锅里煮，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说可以
了。

打开锅盖，妈妈把热气腾腾的粽子放在凉水里，过了一会儿，
粽子凉了，我和妹妹拿起粽子，把细线打开，剥开一层层的
粽叶，一股清香扑鼻而来，真香啊！咬一口，真甜啊，甜到
了我们的.心里。妈妈说：自己做的粽子好吃吧，我和妹妹异
口同声的说：好吃，好吃。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十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到了！包粽子是必不可少
的一项活动了，借此机会，我也来学学包粽子吧！

在学习中，难免有些难题，这不，我就遇到了三大难题：—、
馅总是从三个角中”溜“出；二、粽叶老被弄破；三、粽子
是三角体的，有四个角，可上面的那个角总做不好，变成三
个角的粽子了。我急忙请教老妈。妈妈叽里呱啦讲给我一大
堆道理，又手把手教我，可我还是一头雾水。到了最后，好
容易把前两个问题解决了，第三个问题却绊倒了我，怎么弄
也弄不好。学了老半天，包出的粽子可以说得上的”畸形胎儿
“了。唉！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十一

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大家都要吃粽子，我问妈妈为什么端
午节要吃粽子呢？妈妈说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他的
地方还有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妈妈还在网上搜出了屈
原的故事让我读了读，我才明白了为什么要吃粽子。我也很
佩服诗人屈原。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十二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屈原因为被人冤枉，
跳江自尽了，人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吃了屈原的尸体，所以
每天每人拿几十粒米往江里投，还坐在船上敲鼓吓跑鱼。

今天姥姥买了很多粽叶，还有很多花生米、新疆枣、糯米，
妈妈包了很多个，我说：”妈妈，我帮你包几个吧。“妈妈
说：”先用两片叶子包成三角形，再往里面放一层米，再放
一个枣和几个花生米，最上面再放一层米，再左一包右一包
就可以了。“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包成一个粽子，但不像
粽子到像个小兔子一样，最后还是妈妈包完了所有的'粽子，



唉！包粽子真不容易啊！

端午节粽子日记篇十三

今天是端午节，我们应该吃粽子。这天妈妈去商场里买粽子，
妈妈买来粽子时，我就猜测到，这么大的粽子，一定又好吃，
又香甜吧，我笑着说，妈妈说：“那可不一定哩。你又没吃，
怎么知道是什么口味，妈妈煮好之后，就开始吃了，味道果
然很甜，妈妈也说好吃，就这样，我们过着幸福的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