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军手抄报画 万圣节手抄报内容文
字(汇总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一

你知道吗?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万圣节。万圣节是一个充满
洋味的节日，一个恐怖的节日。就在今天，我受盖福宝参加
了快乐作文组织的万圣节party。

下午四点，我们来到了快乐作文，我去的比较早先来到教室
里，我拿出买好的面具戴上了，它是金色的，上面有像孔雀
一样的翎毛，还有五颜六色的小星星，露出两只眼睛，很漂
亮。这时候，其它同学也陆续到了，呀，同学们穿的可谓是
千奇百怪，你看，有的同学戴着长长的红假发，手上有长长
的指甲，真像一个小女巫;有的同学戴着令人惊悚的面具，身
上的衣服也画着白森森的骨架，真是吓死人了，还有的同学
戴着南瓜面具，手提一个南瓜灯，十分好玩。

不一会儿，人都到齐了，老师把我们带到了地下室。老师把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我们组25个人，老师选我当了组长，我
非常兴奋。万圣节party正式开始了。老师用大屏幕告诉我们
关于万圣节的一些知识，我对万圣节有了了解。接着开始做
游戏了，第一个游戏是“咬苹果”，苹果放在盛上水的水盆
里，一共有四个盆，每个盆里放两个苹果。每个队选出一名
队员，谁先咬到苹果谁就获胜。老师先选了我们组的一个男
生和另外一个组的男生。游戏刚开始几秒，我们组的男同学
就一口咬住了苹果的果肉，我们甚至还很没反应过来。紧接



着，大家都为他鼓掌。第二个游戏叫鬼头，老师把一些糖果
放在一个面具里，随后打开了音乐，我们互相传面具，当音
乐停止时，鬼头在谁那里，糖果就全归他了。老师把鬼头交
给了第一组的同学，从他那里开始传，响起音乐声，前面的
同学传给我，我又传给后面的小胖，这时音乐戛然而止了，
小胖太幸运了，他得到了很多糖果，好羡慕他呀。

最后到了抽奖环节。老师把箱子拿过来，里面有我们所在参
加活动同学的号码。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先抽出了五等奖
六名同学，是一套订书器，接着抽四、三、二、一等奖，最
后抽特等奖，奖品是快乐作文的专属书包。我虽然什么奖都
没等到，但我为别的同学获奖感到高兴。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小时马上过去了。万圣节的party结束了，
可我仍然恋恋不舍，以后我还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二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春
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也称仲秋节、团圆节、八月节等，是
我国汉族和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流行于朝鲜、日
本和越南等邻国。因为秋季的七、八、九三个月（指农历），
八月居中，而八月的三十天中，又是十五居中，所以称之为
中秋节。又因此夜浩月当空，民间多于此夜合家团聚，故又
称团圆节。

中秋节起源于我国古代秋祀、拜月之俗。《礼记》中载
有“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这里
的“夕月”就是拜月的意思。两汉时已具雏形，唐时，中秋
赏月之俗始盛行，并定为中秋节。欧阳詹（公元785——
约827年）于《长安玩月诗序》云：“八月于秋。季始孟终；
十五于夜，又月云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
蟾魂圆，故曰中秋。”



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此，
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
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乡的游子，更
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宋代王安石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
唱。

中秋节与元宵节和端午节并称为我国三大传统佳节。究中秋
节之来源，与“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玉兔捣药”
等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故中秋节的民间习俗多与月亮
有关。赏月、拜月、吃团圆月饼等，均源于此。古代帝王有
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社制，民家也有中秋祭月之风，到了
后来赏月重于祭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中秋赏
月的风俗在唐代极盛，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
宋代、明代、清代宫廷和民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我
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月坛”、“拜月亭”、“望月
楼”的古迹。北京的“月坛”就是明嘉靖年间为皇家祭月修
造的。每当中秋月亮升起，于露天设案，将月饼、石榴、枣
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拜月后，全家人围桌而坐，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现在，祭月拜月活动已被规模盛大、多彩多姿的
群众赏月游乐活动所替代。

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月饼的制作从
唐代以后越来越考究。苏东坡有诗写道：“小饼如嚼月，中
有酥和饴”，清朝杨光辅写道：“月饼饱装桃肉馅，雪糕甜
砌蔗糖霜”.看来当时的月饼和现在已颇为相近了。

通常有许多人讲，中秋节源自嫦娥奔月的故事。据史书记载：
“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嫦娥此
举所付出的代价是罚作苦役，并终生不能返回人间。李白为
此颇为伤感，写有诗句：“白兔捣药秋复春，女亘娥孤栖与
谁邻？”嫦娥自已虽觉月宫之好，但也耐不住寂寞，在每年
八月十五月圆夜清之时，返回到人间与夫君团聚，但在天明



之前必须回到月宫。后世人每逢中秋，既想登月与嫦娥一聚，
又盼望嫦娥下凡一睹芳容。因此，许多人在焚香拜月之时，
祈求“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
如皓月。”年复一年，人们把这一天作为节日来庆祝。

有人则认为，中秋节是由唐明皇赏月开始的。唐代《开元遗
事》一书中记载：中秋夜，唐明皇偕杨贵妃在月下游玩儿，
游到兴处，二人径自登入月宫，唐明皇还在月宫学得半部
《霓裳羽衣曲》，后来补充完整，成为传世之作。唐明皇念
念不忘这月宫之行，每年到此时刻，必要赏月一番。百姓也
来效仿，月圆之时欢聚一堂，享受人间美景。久而久之，成
了一种传统沿袭下来。

而有人提出，中秋节原本是推翻元朝统治的一次起义纪念日。
在元朝末年，老百姓不堪忍受官府的统治，在中秋季节，把
写有“杀鞑子、灭元朝；八月十五家家齐动手”的字条藏在
铬好的小圆饼内相互传递。到了八月十五日晚，家家户户齐
动手，一举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来，每逢中秋节，都吃月饼
来纪念这次历史性的胜利。

另外有人提出，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
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
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
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
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个
月中间的一天。

《周礼》中出现过中秋这个词，但它指的不是中秋节，而是
秋季的第二个月。汉代有“秋节”，时间是在立秋的那一天，
也不是八月十五，唐朝的类书里有四时十二节令的记载，也
没有中秋节，但唐诗中已出现了“中秋月”.“八月中秋月正
圆，送君吟上木兰船”（韦庄《送李秀才归荆溪》）。第一
次对中秋节作了明确记载的是南宋人吴自收，他在《梦梁录》
一书中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临半，故谓



之‘中秋’。此夜月色倍明于常时，又谓之‘月夕’。”书
里还描写了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赏月逛夜市的盛况。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三

落叶在空中盘旋飘荡

描绘着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那是大树感恩大地对她的滋养

浪花在大海中翻腾歌唱

谱写着一曲曲感恩的乐章

那时浪花对哺育塔的大海的颂扬

不要抱怨上苍给予你太多的坎坷与沧桑

也不要悲叹命运中有太多的曲折和跌宕

常怀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体验生活的快乐，沐浴着爱的阳光成长

有人说——

善良的本质就是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也有人说——

感恩是人世间的美德，它至高无上

感恩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给予我宝贵的生命，哺育我们健康
的成长



感恩我的老师，因为他们带我品尝知识的琼浆，叫我放飞青
春的梦想

感恩亲爱的党，因为它为我们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播洒阳
光让新苗茁壮

感恩伟大的祖国，因为它赋予我们中国人的尊严，巍然屹立
于世界东方

多少次带着幸福的感觉进入梦乡

多少次满含着感动得泪花把未来畅想

学会感恩，就会虔诚的面对生活的挑战

学会感恩，带着欣喜与热爱去进行生命的`远航

感恩，是一种力量

感恩，是一种境界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就会拥有快乐、拥有幸福，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四

唐朝时，太宗李世民为征讨北方突厥，平定其屡次的侵犯，
令手下大将李靖亲自率部出征，转战边塞，结果屡建奇功。
八月十五这天凯旋归京。为了庆祝胜利，京都长安城内外鸣
炮奏乐，军民狂欢通宵。当时有个到长安通商的吐蕃人，特
地向皇上献圆饼祝捷。太宗李世民大喜，接过装璜华丽的饼
盒，取出彩色圆饼，指着悬挂天空的明月说道：“应将胡饼
邀蟾蜍？即月亮。”随后，将圆饼分给了文武百官。从此，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流传了下来。

中秋节的传统食品是月饼，月饼是圆形的，象征团圆，反映
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美好愿望。中秋节吃月饼据说始于元代，
当时，朱元璋领导汉族人民反抗元朝暴政，约定在八月十五
日这一天起义，以互赠月饼的办法把字条夹在月饼中传递消
息。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便在民间传开来。英语拼写
为：mooncake（月亮蛋糕）。

后来，朱元璋终于把元朝推翻，成为明朝的第一个皇帝，虽
然其后清朝人入主中国，但是人们仍旧庆祝这个象征推翻异
族统治的节日。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
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风俗。“八月十
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
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象征，慢
慢月饼也就成了节日的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大将军
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

当时有人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
过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
蟾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但对中
秋尝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才有记
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
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
来越精细。

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其中京式、



苏式、广式、潮式等月饼广为我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食。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在节日之夜，人们
还爱吃些西瓜等团圆的果品，祈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
安。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五

1、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

2、可怜关夜婵娟影，正对五候残酒卮。 （齐已.《中秋月》）

3、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苏轼.《中秋月》）

4、美人清江畔，是夜越吟苦。 （王昌龄.《同从弟南斋玩月
忆山阴崔少府》）

5、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王建.《十五夜望
月寄杜郎中》）

6、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李白.《月下独酌》）

7、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

8、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 （刘方平.《月夜》）

9、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杜甫.《月夜忆舍弟》）

10、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张九龄.《望月怀远》）

11、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 （杜甫.《八月十五夜月》）

12、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李贺.《马诗·大漠沙如
雪》）



13、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商隐.《嫦
娥》）

14、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 （李商隐.《霜
月》）

15、秋空明月悬，光彩露沾湿。 （孟浩然.《秋宵月下有
怀》）

16、何人为校清凉力， 欲减初圆及午时。 （陆龟蒙.《中秋
待月》）

17、山中夜来月， 到晓不曾看。 （元好问.《倪庄中秋》）

18、绝景良时难再并，他年此日应惆怅。 （李商隐.《八月
十五夜桃源玩月》）

19、十轮霜影转庭梧，此夕羁人独向隅。 （晏殊.《中秋
月》）

20、昨风一吹无人会，今夜清光似往年。 （白居易.《八月
十五日夜湓亭望月》）

21、至今不会天中事，应是嫦娥掷与人。 （皮日休.《天竺
寺八月十五日夜桂子》）

22、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 （苏轼.《中秋见
月和子由》）

23、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向西轮。（米芾.《中秋登楼
望月》）

24、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
皎》）



25、若得长圆如此夜，人情未必看承别。 （辛弃疾.《满江
红·中秋寄远》）

26、明月几时有？把酒问清天。 （苏轼.《水调歌头》）

27、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李白.《古朗月行》）

解放军手抄报画篇六

>简短的国庆节祝福语

1、国庆祝福跑得快，新鲜出炉提前来。

2、祝你国庆节快乐，心想事成，事业蒸蒸日上!

3、愿你财源广进，事业顺畅步步高。祝福国庆快乐!

4、愿你阖家幸福，快乐永驻!

5、但愿你平安一程又一程，但愿所有的美好装满您的梦，祝
福您节日快乐快乐永恒!

6、提前祝你国庆吉祥，合家安康，美好日子万年长。

7、良辰吉时又登场，国庆佳节喜洋洋。

8、愿你快乐顺延到节后，一天更比一天乐!

9、国庆节来临的日子，天天为你送上健康快乐，幸福无限!

10、祝你一切如意，事事顺利!

11、祝您的业绩独占魁首，期望我们今后的合作更上一层楼，
互惠互利，共获双赢!



12、国庆佳节就要到了，提前送上我的祝福，愿你幸福快乐。

13、喜气加倍绕，未来天天好!

14、祝你幸福安康，好运连绵。

15、国庆佳节，你幸福又开心，快乐又美好!

16、国庆真情大家传，快乐永远藏心间。

17、祝福亲友，欢聚温柔!国庆喜洋洋，长假好风光!

18、快乐国庆，迎来幸运，永远开心!

19、祝你国庆节好运连环，精彩纷呈!

20、预祝国庆开心，幸福无限!

21、国庆佳节，愿你一切顺意!

22、祝你国庆节快乐，安然得意乐悠悠。

23、愿你事业顺利，爱情顺利，事事都顺利!

24、愿这份祝福似一缕清风，温润你的心田;如一丝阳光，灿
烂你的微笑。祝国庆快乐。

25、真心祝你，幸福双双至，快乐到永远!国庆节快乐!

26、深深的惦记，永远陪伴着你，愿你打起精神，快乐的度
过假期的最后一天。

27、朋友常联情谊浓，事事遂心吉祥抱。国庆快乐!

28、国庆节了，祝愿你百事可乐，万事如意!



29、国庆好日子，祝你幸福永不止。佳节快乐，合家幸福。

30、国庆节快乐，七天乐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