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优秀9篇)
通过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发现问题，找到解决方案，不断
进步和成长。在写总结范文之前，可以先列出一些要点，有
个清晰的思路。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经典总结范文，
希望能够成为大家写作时的参考和借鉴。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一

第一段：介绍家乡风俗的背景和重要性（200字）

家乡风俗是指一个地区特定的习俗、礼仪和传统习惯，是一
个地方文化的象征。家乡风俗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历史、地理
和人文特点，是人们对待生活、社会、自然的态度和思维方
式的集中表达。家乡风俗可以以各种形式存在，如节日庆典、
婚礼葬礼、日常生活习惯等。同时，家乡风俗对于地方的经
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因此，了解和传承
家乡风俗对于维护地方文化的独特性和地方社会的稳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段：以身边的家乡风俗案例为切入点，分析其价值和意义
（200字）

我出生在一个南方省份的小镇，曾参与了一个家乡风俗活动。
这个活动叫做“水灯节”，是沿袭已久的传统节日。在这一
天，人们会在河边点亮精美的水灯，祈祷平安和丰收。这个
活动虽然看似简单，但是蕴含了许多深层的文化意义。首先，
水灯象征着人们对自然和水资源的敬畏和感恩之情。其次，
水灯节的举办也是一种凝聚社区意识的方式，人们通过参与
这个活动，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最后，水灯节的
传承和举办也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体验这一独特的风俗。



第三段：探讨家乡风俗对于社会传承的积极作用（200字）

家乡风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式，对于社会的传承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首先，家乡风俗可以加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对于塑造社会认同和凝聚社会共识有重要意义。
其次，家乡风俗的传承可以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交流，使社
会更加丰富多彩。此外，家乡风俗的传承也为社会注入了一
股稳定发展的力量，维护着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

第四段：强调家乡风俗传承的困境和解决途径（200字）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进步，家乡风俗的传承
面临着一些困境。首先，人们对于家乡风俗的认同度逐渐降
低，很多年轻人对传统习俗的印象和了解不够深入。其次，
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也导致了一些家乡风俗的
忽视和遗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
方面，学校和社会组织可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推广，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自己的家乡风俗。另一方面，政府可
以加大对家乡风俗的保护和支持力度，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
动和节日庆典来激发人们对家乡风俗的热情和兴趣。

第五段：总结家乡风俗的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建议（200字）

家乡风俗作为一种特定地域文化的表达方式，对于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和传承好家乡风俗，不仅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源，还可以促进社
会的多元文化交流和发展。为实现家乡风俗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提高人们对家乡风
俗的认同度和兴趣。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家乡风俗的保护
和支持，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为家乡风俗的传承创造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保护好自己的家
乡风俗，让它在时代的洪流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二

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家乡风俗和传统习
俗，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文化底蕴。在我眼中，这些风俗习
惯不仅仅是一种民俗的存在，更是代表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
和对待他人的态度。近日，我在旅游中尤其感受到了家乡风
俗的独特魅力，让我对家乡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

首先，我想谈谈在旅游中感受到的乡村的风俗习惯。我来自
一个小山村，我们的习俗非常独特。人们在庆祝节日时，总
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庙会活动，这是乡村风俗习惯的一大特色。
在庙会上，人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观赏到传统的乡村表
演，还可以参与各种体验活动，如写春联、放风筝等。这些
活动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也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的
家乡文化。

其次，家乡的风俗习惯也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家乡，
人们习惯于早起锻炼身体，这是我们注重健康生活的一种表
现。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他们都会利用早晨的时间去公
园散步、跳广场舞或者打太极拳。这种生活习惯不仅有益于
身体健康，更是传承家乡文化的一种方式。

与此同时，家乡的风俗习惯还反映在人们的待客之道上。家
乡的人们特别热情好客，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陌生人，都会
受到热情的款待。在家乡，我们有着一句古老的谚语：“宾
朋如云，犹如蜂拥而至。”这句谚语不仅代表着对客人的热
情欢迎，也体现出我们乡村人的豪爽和好客。

另外，家乡还有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如过年时的拜年和送
礼、婚礼上的传统习俗等。在过年时，我们会依次拜访亲戚
朋友，表示新年的祝福，同时也会送上红包作为心意。这种
习俗不仅体现了亲情的重要性，也反映了我们对于新年和新
气象的向往。在婚礼上，又有着一系列的传统习俗。新郎新
娘之间的拜天地、敬茶、吃“喜饼”等等，都有着自己的寓



意和祝福。这些风俗习惯不仅见证了一对新人的喜庆时刻，
更是凝聚了家乡文化的智慧和传承。

总之，家乡风俗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寄托了
我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对待他人的态度。通过旅游中的案例，
我更加认识到了家乡风俗的独特魅力。我深深地体会到，只
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秉持家乡的风俗习惯，并将其传承下
去，才能让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加繁荣和充实。让我们一起保
护传统文化，将家乡的风俗习惯传承下去，为我们的文化繁
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三

阜新是辽宁省很小的城市。那里比北京冷，也没有像哈尔滨
天天下雪那么冷。

阜新有很多风俗，比如在除夕夜里要开门迎财神。年夜饭里
要有鱼和丸子，有鱼是因为“年年有鱼”，丸子是因为希望
家人团聚在一起。然后就要放烟花，放完了烟花才能回家吃
饭，还有除夕当天只能吃两顿饭。

说了一些除夕的风俗，初五的风俗也有很多，而且都很有意
思。只要到了初五，除了要放烟花还有我认为最好玩的一项
活动，还要吃一样东西。

吃的东西是一个小朋友很爱在夏天吃的，那就是冰棍。冬天
吃冰棍是只有在东北人们才做的习俗，但大家也就吃一两根。
好多人都会去冰场滑冰，因为阜新是一个小城市，所以只能
在湖面上在冻一层结实的冰。

爷爷告诉我，好多老年人从小就在那里滑冰。直到现在，他
们还有很多人来到冰场上坚持滑冰呢!

关于初五吃冰的这个习俗，好多人都是吃冰棍。我在网上查



到，据说以前没有钱去买冰棍吃，人们就在井边上挖冰块去
吃。这样吃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好多人都认为初五吃冰就可
以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腰不酸、腿不疼、牙也不痛，干活浑身
有劲!到现在为止，东北人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习俗，我们家一
直遵循这些习俗呢!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家，每个家也都有很多有趣的风俗。希望
你的家乡里也一样有很有趣的风俗。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四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虽然我们的大中华地大物博，风
俗千千万，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她春节，一个千家万户团圆的
好节日，她是我们家乡最传统的风俗，更是我们万千炎黄子
孙传承的好节日。

春节，每年大年初一，家家户户都欢欢喜喜贴春联，轰轰烈
烈放鞭炮，高高兴兴吃年夜饭。

传说，每年大年初一，山中有一只怪兽，叫做年，会从山上
下来到村庄里吃牲畜，不仅如此，连人也不放过。所以人们
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许多勇敢的人去和年斗争，但都一去
不复返了。有一次，一个人躲在家里用竹子烤火，突然竹子
爆裂，发出巨响，惊动了外面的年。人们见状纷纷点燃竹子，
最终成功把它吓跑了。后来人们发现，年兽害怕声响，每到
大年初一便点燃爆竹，从此再也没有收到过年的攻击。这一
天，人们欢聚于一堂，放鞭炮，贴春联，人们称之为过年，
又叫过春节。

除夕，春节前的一天，大人们贴春联，上灯笼。他们买来对
联，贴在家门口，妇女们在家里打扫卫生，把一年的尘埃都
扫去，孩子们则帮大人们做助手这一天，大家都忙完了，晚
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外辛苦工作的爸爸妈妈回来了，在
外求学的孩子们回来了，还有些一年不见的亲人们都回来了，



只为在这一天吃上一顿团圆饭，尽诉一年对家人的相思。这
个晚上，看春晚也成了必不可少的节目，一家人围坐在电视
机前，时而大笑，时而感动。

星星跟着月亮走了，终于迎来了我们最期盼的`日子，春节这
天早晨，孩子们纷纷向大人们拜年，说一些吉祥的话，大人
们便拿出压岁钱给孩子们，孩子们欣喜若狂，这天，鞭炮声
不断，好不热闹。中午，家家户户都聚在一起吃饭，说说笑
笑，把一年的成绩和收获都分享给大家。下午，老人们聚在
一起打牌，大人们则陪同孩子们玩耍。

春节是最热闹的，也是最令人开心的一个节日。年虽然只是
一个传说，却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无限的温暖，无限
的期盼，无限的梦想。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五

我的家乡是福建，向海而生，四处讨生活的福建人在哪里都
有自己的食物家园。走南闯北，涉足海外，依然不改的家乡
风俗就是那一碗热腾腾的馄饨。

大街小巷里，放眼望去，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店，小挑馄饨的
名称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变得有些名不副实，由走街串巷一根
挑子到别具风味的小店。慢慢地美食街上的馄饨店都成为了
特色小吃店，但店里的吆喝声依然不改曾经的经典。每次回
家乡，只要能吃到馄饨，听到那地道的家乡吆喝声我就心满
意足了。

馄饨是一种汤食，汤食中的馅儿满足了口感和味觉的需求，
而汤流进了我们的胃里，温暖了我们的整个身体。人们常说，
福建的馄饨就有那一种鲜美味，在不知不觉间，这也成了我
们的地理标签，于是，回家的人，要吃一碗家乡的馄饨也就
演化成了家乡的习俗。



记得我第一次吃馄饨还是几年前跟爸爸回家乡，一路上风尘
仆仆，回到老家已经是黄昏了，可我们一家人还没吃晚饭，
早已是饥肠咕噜了。于是爸爸就带着我们到了一个馄饨店，
他说他小时候经常在这吃呢！不知道老店还在不在。但让父
亲眼前一亮的是，几十年的老店不仅还在，门帘也越发的威
武了。爸爸点了几碗馄饨，几分钟后，馄饨终于上来了，看
着冒着热气同时又散发着香气的馄饨，我想起来父亲多次给
我形容的家乡美味，就有点期待。

只见馄饨有透明感，似乎古代形容美人的脸，吹弹得破。而
且每个都包成精致的蝴蝶状，这就有了一种体型美。我把它
吹了几下，放入口中，它滑溜溜的，好像在我的嘴巴里跳舞。
当一口咬下，那一口馄饨，一股肉香顿时弥漫了整个口腔，
它的馅肉质鲜嫩，口感爽嫩。而馄饨汤是原本单调的面汤，
加上配菜和配料，烹煮后，汤和配菜、配料融入到一起，汤
就变得更加有味了。滋滋有味吃了个底朝天，那味道，简直
幸福感爆棚！在那次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馄饨。

走过很多地方的路，品过很多鲜美的食物，唯独带着家乡味
的馄饨，让我回味悠长，长大后慢慢明白，那馄饨里包的不
仅是美味，还有。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六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每个
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山西正月初一要吃饺子，吃饺子
时还要鸣放鞭炮;厦门的人们元旦出门前还要用素果祭神；苏
州的人们元旦一早开门要放三炮，叫作“高升三级”。而我，
还是最喜欢我们家乡的习俗——捣年糕。

还记得几年前，我就体验过一次捣年糕。那天过年，我与爷
爷奶奶一起去了乡下的村子里。我好奇的问爷爷：“爷爷，
我们这里要去哪里呀?”



爷爷笑着告诉我：“我们去捣年糕！”

当时我全然不知捣年糕是什么。于是我怀着疑惑和好奇，跟
着爷爷奶奶来到了一个跟寺庙似的地方，爷爷告诉我这是祠
堂。

看到这场景，我生怕他们配合不好那个大锤子打到另一个人
手上。

爷爷告诉我，这就是捣年糕。于是我与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前
也要打，可我们力气小极了，连那锤子也拿不起来。

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吃年糕。年糕端上来，冒着热气，
我拿了一个，咬上一口，味道香甜软糯，香气在口中四溢。

我爱我家乡的风俗，更爱我的家乡。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七

要说节日，我们家乡的人最爱过的就是春节了！

除夕夜里，最不能少的就是白白胖胖，圆圆乎乎的饺子了。

吃完团圆饭后，我亲自下厨，给全家包饺子。

我将化开的猪肉、白菜、葱、姜和一些调料剁成沫后搅拌在
一起，做成了喷香流油的饺子馅。再将一个个小剂子擀成外
薄内厚的小圆饼。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面剂子总是不
听我使唤，一会儿变成了长方形，一会儿又是个不规则图形，
一会儿又死死抱住了擀面杖，把整个身体都黏在上面，说什
么也不肯下来。

好不容易我才把面皮擀好，舀了一大勺肉馅儿放在中间，然
后一使劲儿捏紧两边，再捏上一圈漂亮的花纹，整整齐齐的



摆放在案板上。那些个“大肚子士兵”东倒西歪的站立着，
滑稽的模样令谁看到了都会忍不住捧腹大笑。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磨难”，我终于把它们送入了开水沸腾
的锅中。只见它们又摆出了一副胖娃娃的模样，两手扶着圆
滚滚的.肚子，上下不停的翻滚，可爱极了。

除夕夜里，全家人品尝着我做的饺子，整间屋子洋溢着温馨
和幸福。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八

在广东，快过年的时候，大家备办各式年货，比如：买鸡、
鸭、肉、鹅、鱼……选购春联、年画等。最重要的是要买柑
橘、青橄榄、香梨等水果，象征吉祥如意。和迎新送亲朋好
友的佳果。

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神明”上去“述职”之时，这
日起，家家户户大扫除，用物和被帐都要进行清洗，谓
之“采囤”。

晚上，我们还会将水缸里贮满水，米缸里填满米，灯火不熄
灭，以象征这“岁岁有余、年年不断炊”的好兆头。

当新年钟声敲响，家家户户鸣放鞭炮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这就是我们家乡的习俗，听了后，你觉得怎么样呢?

家乡的风俗教学设计篇九

“年二十八，打糍粑。”在四川的家乡，流传着打糍粑的传
统习俗。每当腊月二十八那天，家家户户都聚集在一起打糍
粑，那是一派祥和、其乐融融的景象。小孩子们都知道，一
做糍粑就快要过年了。



去年，我和父母一起到四川的奶奶家过年，亲眼目睹了打糍
粑的全过程。

说起打糍粑呀，它的制作工序相当的繁琐。前一天晚上，爷
爷把糯米用水泡好。第二天早上，把泡得胀鼓鼓的糯米端上
桌来，倒进蒸锅里来蒸。我们则把事先准备好的石盆、木棒
拿出来，摆在门外。等屋子里飘满米香时，糯米就粒粒熟透
了。把火关掉，把糯米倒入石盆。爸爸和大伯操起两根木棒，
往里面使劲一捣，还喊起了号子。

爸爸他们越打越有劲，一起一落，仿佛在演奏一支富有节奏
且欢乐流畅的乐曲。那锤子在爸爸手中得心应手，犹如金箍
棒在齐天大圣手中舞动，毛笔在王羲之手中挥洒自如，不久，
原本缝隙较大的糯米渐渐融为了一团。就这样糯米渐渐成了
糊状。刚开始捣还挺轻松，后来，糯米不是颗粒了，十分粘
手。一捣下去，就沾着不放。必须捣一下，就沾点水才行。
不一会儿，爸爸他们就满头大汗了。看着爸爸他们干得热火
朝天，我的心也有些痒痒了，于是我跟爸爸说：“让我来试
一试，行吗？”爸爸气喘吁吁地说：“你行吗？”“爸爸，
别小瞧人，你就让我试一试吧。”爸爸把木棍递给了我。天
啊，太重了吧！拿都拿不动，怎么办呀？刚刚在爸爸面前夸
下海口，不能临阵脱逃吧。于是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勉强
地打了一下，就感觉体力不支了，我默默地在心里给自己鼓
劲，一下，两下，三下……就这样，我、爸爸、大伯、爷爷，
表姐，姑父，一个一个轮着干，如此交替、重复，充分显示
出了集体的力量。大家虽然累，却很开心。好不容易干完了，
我们都已精疲力尽，汗流浃背，坐在凳子上一动也不想动。

接着，妈妈把打好的面团放在竹筛上，上面铺了一层面粉。
妈妈把面团扭成条状，不时揪下一团，我们则把面团做成糍
粑。先在手掌心滚成球形，再用手一压，又用大指拇按住中
心，顺着中心一边按一边转，不一会儿，就做好了一个。大
家忙得不亦乐乎。终于糍粑出炉了，我急忙抢了一个，咬了
一口，真是香甜可口呀。如果再蘸到用红糖熬成的汁水里，



简直是人间极品。

我们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吃着糍粑，妈妈问我：“你知
道，我们为什么要打糍粑吗？”

我摇了摇头。

“吃糍粑起源于20xx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人们为纪念
楚国大将伍子胥而流传至今的传统习俗。糍粑是一种信物，
圣洁的食品。打糍粑，吃糍粑即喻示家家团圆、吉祥如
意。”妈妈一边吃，一边笑着说。

“年二十八，打糍粑“。吃着美味的糍粑，听着孩童的笑声，
感受着节日的气氛，思考着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习俗。心想：
正是我国这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才造就了糍粑这等美
食啊。我们一定要继续把它传承下去。家乡的习俗，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