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手抄报二年级 清明节手抄报(模板5
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小编
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清明手抄报二年级篇一

清明节手抄报模板图片（八张）

清明节是去找自己的根在哪里，清明节扫墓去找一下自己是
从哪里来的，清明节扫墓是去向列祖列宗汇报的。下面是小
编给大家整理的清明节手抄报模板图片，希望大家喜欢!

“清明”最初指的是节气。据《辞海》“清明”词条解释：
清明乃“二十四节气之一”。《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三
月节……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到了清明，黄河
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平均气温一般在10℃以上。我国大部分
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改变了冬季寒冷枯寒的景象。农
业忙春耕春种。江南农谚：“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
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

在我国传统的历法中，把一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用来反映
气候变化和指导农业生产。而“清明”就是其中之一，时间在
“春分”之后，“谷雨”之前，即农历三月初，换算成新历，
约在4月4日或5日。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
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
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
长此时，皆清洁而”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
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气与农业



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书中记载：“清明”是在冬至过后
的一百零六日，也是“春分”后的第十五日，这时候万物洁
净，空气清新，风景明丽，花卉草木在这样的环境中呈现出
欣欣向荣的景象，所以叫做“清明”，为清明节的来历之一。

清明节气物候

古人将清明分为三候，即初候，桐始华;二候麦花，田鼠化为
驾，牡丹华;三候柳花，虹始见。清明节气来临之际，我国大
部地区，万木凋零的景象已经逐渐消失，而代之的是驾飞草
长、柳绿桃红的画面。这时春色已浓、阳光明媚、惠风和畅、
杨柳垂丝、绿草如茵。

城乡处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于二十四节气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
方面的变化，所以农耕社会中，清明是很重要的一个季节，
一般是作为安排农事活动的重要时刻。

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因此，清明节气与农业生产有密切的关系。农谚“清明前后，
点瓜种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就说明
了清明节气对农业耕种的重要性。

总的说来，清明节气一到，大地气温回升，草木萌动，天气
清澈明朗，万物欣欣向荣。常言道，“清明断雪，谷雨断
霜”。这说明清明节气前后，华南气候温暖，春意正浓。此
时，广东各地正是冬夏季风交替季节，气温回升。虽不是很
稳定，但冷暖变幅不算很大。

清明节吃青团源于寒食节吃冷食。中国古代，每逢寒食节，
人们便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冷食是事先做好无需加热的
食品。而青团是江南一带的小吃，因其色调而得名。后来寒
食节逐渐发展成为了清明节，寒食节吃的青色团子慢慢就被



称为清明果了。据史料记载清明果的可追溯年代是南朝的梁
代。清明民俗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打青团，是清明最有特色的节令食品制作活动之一。

不过，现在青团可能作为扫墓祭祀的功能渐渐淡化，而更多
被人用当作一种小吃。原本受人青睐的青团，无疾而终，很
多地方都没有在清明节吃青团的习俗了。

吃青团时四注重

1、务必先加热后食用。因为青团中的糯米冷却后轻易反生，
极不利于消化，而且其中的营养结构也会被破坏。

2、高血糖的人也不适合多食用，有些青团是甜馅的，加上糯
米也是有糖分的，多吃的话对身体的伤害还是很大的，千万
要注意了。

3、绝对不要和肥肉混吃，糯米这样的难消化食品假如与油脂
混杂在一起则会加重肠胃负担，吃货要注意了，不要物极必
反。

4、最好食用一些有助于消化的食品，如山楂等。因为青团是
糯米制成的，不容易消化，吃一些消食的食品有助于消化。

清明手抄报二年级篇二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
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
般是在 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
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
至后第108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
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
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地球公转一周为黄经360度，当地球到达黄经零度时定为春分，
而后每运行15度有一个节气，共有二十四节气。因此，节气
在阳历上的日期是固定的，由于闰年的原因，所以会相差两
天。

农历是反映物候变化、指导农时的阴阳历，它还结合了阴历，
即以月相29.5天为周期(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
因为阴历纪月推算节气所在具体时间需要准确的天文知识和
数学知识，所以，以前的历书所载各个节气发生的时间是要
由国家颁布的(如立春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而且，不同的
时代推算的规则有所不同，清史稿时宪志就用很长的篇幅和
很多图形公式来说明当时的推算方法。一般所讲农历中节气
的设置规律往往只是确定月首为节气，月中为中气，两个节
气间隔是15天是唯一可以供人推算的依据，节气歌也是一般
人掌握节气规律的必学知识。稍微复杂一点的推算是习惯上
以上一年的冬至(一年中太阳最低的时候)过了105天就是寒食，
106天就是清明。现在按阳历计算就简单多了、可以固定在4
月5日或4日(以当年二月平或29日而差异)。从天文角度说，4
月5日或6日视太阳(视太阳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到达黄
经15度的时候。

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
把清明放在冬至后第108天，是有很深的含义。清明的得名，
不仅缘于万物此时的生长清洁明净，也缘于这一时期的太阳
也是清新的太阳，流转于这一时期天地之间的阳气，也是清
新的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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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南气
象谚语贵高原气象谚语)

(2)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河北气象谚语、山西
气象谚语)

(3)清明无雨旱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江苏气象谚语、湖北
气象谚语)

(4)清明不怕晴，谷雨不怕雨(黑龙江气象谚语)

(5)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黑龙江气象谚语)

(6)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黑龙江气象谚语)

(7)清明宜晴，谷雨宜雨(江西气象谚语)

(8)雨打清明前，春雨定频繁(山东气象谚语)

(9)阴雨下了清明节，断断续续三个月(广西气象谚语)

(10)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山东气象谚语)

清明手抄报二年级篇四

作为二年级的学生，你知道如何为清明节制作手抄报吗?不会
的话，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相
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1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2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3

1、明天月圆你要注意呀!!不好出来，不要往天上看!你还是
朵在被子里面吧!!千万不要让你的尾巴漏出来呀!

2、暮至清风阁楼，幽月残瘦。佳人倍显娇柔，万分清秀。谈
笑之间，山盟海誓苍天。万年守侯，我心依旧!

3、清明到，扫墓节，缅先人，孝子孙，传统日，不忘怀，齐
心做，合家祭;清明到，踏青日，出郊游，一起乐，朋友聚，
祝开心，愿快乐!

4、清明，乃天清地明之意。清明养生对身体健康有重要意义，
在此节气中不可对肝脏进补，且心脏会过于旺盛，是高血压
的易发期，对此要高度重视;另外，此节气尽管“春瘟”流行，
但也不可闭门不出，更不可在家坐卧太久，应该保持乐观的
心情，经常到户外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并进行适当的体
育运动。

5、朋友，让清明的雨水带走你的伤痛吧，剩下的只是透亮的
人生! 祝福天堂里的人，也祝福你!

6、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寒食清明传千载，岁
岁祭扫岁岁安。清明时节，祭扫先人，缅怀先烈，珍惜生活，
把握现在。

7、那绵绵的细雨滴答滴答，那春后的知了低叫蝉鸣，那雨后
的泥土清香绵延，那漫山的杜鹃竞相绽放。又是一年清明来
临，送你祝福，愿你平安。

8、清明到，忘记烦恼问声好。清明来，跪拜祈福发大财。祝
福送，愿你平安多保重。祝福到，让快乐幸福把你抱!开开心
心把你围绕!



9、记忆中每次的清明节总是细雨纷飞，有人说那是人留下的
眼泪，也许那是离别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不舍。活着的人，更
要好好的生活，给逝者以安慰。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
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
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
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手抄报二年级篇五

4月4日~4月6日，这是一段莺飞草长、柳绿桃红的日子，是一
段风和日丽、细雨霏霏的日子，是一段百感交集、心情郁闷
的日子……在这样的一段日子了，偏偏又是事情最多的时候。
说了这么多，这是什么日子呢?是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的这个节气，
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来表
达我们对先人的思念之情。

这一天，我们会来到墓前，放置一束鲜花，烧上一些纸钱，
借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
祈祷，祝福他们在天堂的那一边能够和我们一样，幸福和快
乐地生活着。此时，我们不禁会回忆起他们曾经和我们共同
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
不禁凄然泪下。

曾几何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中，有多少我们武进的英
雄儿女，为着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把鲜血洒在家乡和
异地。他们中有的千古留名，有的却连姓名都不知道，但他
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为了共产义
事业而奋斗。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敌人面
前宁死不屈，一身傲骨，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我们
后人树立了榜样。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吟诵这句诗句，不免



给人添上了一份伤感。这句诗好像更适用，难道古人有预知
未来的本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人们都已忘记了
祭祖这件事，更多的是在清明节游山玩水，的确清明节的另
一个活动就是踏青。作为新世纪的青少年每年有多了一个活
动——瞻仰民族英雄，为共和国的烈士扫墓。如果没有这些
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自由、民主、和
谐的社会，就不会有我们的未来。

正是因为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和安宁，我们才得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快乐
地学习。也许我们无法体会战火纷飞的时代的艰辛，但我们
明白了幸福的来之不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继承和发扬先烈们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随时迎接
困难的挑战!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为共和国的烈士扫
墓的道路是沉重和庄严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先烈们的精神
和遗志。我们用这种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继承先烈们的遗
志，以高昂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学校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去。青山肃立，绿水长歌，我们将永远铭记和颂扬革命先烈
的事迹，继承先烈的遗志，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