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
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一

1、《田家元旦》

唐·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2、《凤城新年辞》

清·查慎行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

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

3、《元日·玉楼春》

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4、屠苏酒

明·瞿佑

紫俯仙人授宝方， 新正先许少年尝。

八神奉命调金鼎， 一气回春满降囊。

金液夜六千尺井， 春风晓入九霞觞。

便将凤历从头数， 日日持杯访醉乡。

5、甲午元旦

清·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二

1.时光华丽丽地来到了20xx年底，友情的温暖一直存留在心
底，把千般万种的祝福都浓缩到你眼底，愿快乐好运全握在
你手底。提前祝元旦快乐！

2.寒冷的冬天悄然流逝，多变的是天气，不变的是心情！愿



淡淡的寒气轻拂你一生的疲惫，飒飒的北风传递我衷心的挂
念。元旦快乐！

3.因你缺钱，送给你崭新一“元”；因你演戏，送给你妆扮小
“旦”；因你笨拙，送给你眼勤手“快”；因你悲伤，送给
你欢欢乐“乐”；因你全无，送给你我的全部：元旦快乐！

4.元旦佳节兮，聚天地之欢乐，展山川之喜庆，于雪飞中送
吉祥之问候，在风舞里赠平安之祝福，愿君新年出门遇贵人，
行大运，恭喜发财。

5.元旦佳节锣鼓喧，迎来新年心喜欢。红梅艳艳报喜来，新
年晚会明星艳。亲朋好友齐聚会，美酒佳肴桌上端。穿上新
衣会亲戚，眉飞色舞拜新年。祝你元旦心情好，幸福喜事不
会断！

6.辞旧迎新元旦到，祝福赶忙报个到，快乐进入人生道，幸
福惬意心里倒，事业登上好运岛，生活舞出吉祥蹈，元旦到，
愿你福到，运到，开心到，元旦快乐！

7.元旦到，许心愿：愿你事业高升金钱花不完，万事如意一
生永平安。爱神也会把你恋，生活美满心也甜；喜神陪伴你
身边，祝你天天展笑颜！

8.谱不出雅韵，吟不出诗句，抄不来思念，借不了神笔，转
不动经轮，写不下美文，但灿烂的新年就要来到，真诚的祝
福依然要送给你：提前祝元旦快乐！

9.北风呼呼雪花飘，转眼元旦又来到。举国欢庆佳节日，思
念之情多几重。为解心结发短信，短短几行情难诉。愿你快
乐无极限，幸福安康生活美！

10.元旦就来到，我的祝福到，天天开心笑，日日数钞票，老
板对你笑，加薪给红包，美女抛绣球，专打你发梢，躲都躲



不掉，逃也逃不了，新年快乐！

11.一夜春风到，元旦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报福来报。冬
雪静静飘，祝福悄悄到。快乐在你身边绕，好运相伴不会少，
幸福吉祥把你抱。

12.不知不觉到元旦，短信一条送祝福，快乐幸福没有边，吉
祥如意随你选，生活美好事业甜，好运连连永不断，情谊长
存你和我祝福彼此在心田！

13.冰在水上，云在风上，朋友要记在心上。鸳鸯在湖上，蝴
蝶在花上，愿你快乐在我之上。念在脸上，诚在心上，诚心
祝愿写在短信上：祝你新年快乐！

14.奔波一年又一年，道句辛苦了。携手一天又一天，说声感
谢了。走过一程又一程，终点变起点。人生一站又一站，日
子苦也甜。元旦将至，祝你幸福平安！

15.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没怎么关心我，我很生气，特地祈求
老天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被金山挡住，被银海围住，被快乐砸
中，被幸福缠住。元旦快乐！

16.一份和谐，平平安安，一份安然，快快乐乐，一份深情，
吉祥如意，一份祝福，全家幸福，元旦，圆满结束一年，开
始新的一年，一起努力，再接再厉。

17.奔流的岁月长河，在你我心里冲积出友情的平原。肥沃的.
土地上，盛开出两朵美丽的花，一朵是你，一朵是我，互相
陪伴着迎接新年灿烂的黎明：新年快乐！

18.你是快乐的天使降落人间，给我带来快乐和美好的祝愿，
谢谢你，朋友，我也要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你，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祝福你元旦快乐，幸福永远！



19.不知不觉到元旦，匆匆而过又一年；云卷云舒情如水，年
末短信来祝愿；月落日出为赚钱，愿你日子如蜜甜；汗水浇
开财运花，大步流星总向前。元旦快乐！

20.元旦踏着新鲜的露珠来了。友情是岁月的翅膀，在新年初
升的太阳中极其绚烂地展开，快乐和好运喷薄而出，幸福悦
耳的祝福将你包围：新年快乐！

21.日月有情迎元旦，山川无阻庆新年。雪里梅花霜里雪，梦
中思念话中行。一束快乐随冬雪，十分好运沾春雨，百般成
功遂你意，万种幸福由你享。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元旦并非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么现
代元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说起来就跟孙中山有关了。

辛亥革命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
统计”，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发布《内务部关于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
采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
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并要求“出示晓谕军民
人等一体遵照毋违”。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
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从此，中国开始使用阳历纪
年，并称阳历1月1日为“新年”。

那么问题来了，阳历1月1日用了“新年”的名字，农历的正
月初一该怎么办，总不能也叫“新年”吧？后来，想了
个“春节”的名字，并经袁世凯批准施行，圆满解决了正月
初一的烦恼。

尽管政府大力推行新历，但是在新旧二历并存的民国初期，



老百姓还是习惯用旧历，只有政府、学校、报馆等单位和机
构使用公历。所以，元旦和春节一度被戏称为“民国之新
年”与“国民之新年”。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篇四

读书手抄报文字内容有哪些?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幸福!
在读书过程中，我们会掌握知识、明辨是非、懂得人生、快
乐成长……一起来看看读书手抄报文字内容，欢迎查阅!

高尔基曾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只有多读书
才会获得的知识，只有多读书才能使自己更充实、更完善。

要读书，就必须懂读书。麦考菜曾说过：“把一页书好好消
化，胜过匆忙地阅读一本书。”这对于读书是非常有用的。
若有在读书时囫囵吞枣的毛病，一定要改正，否则就会认为
此书乏味无聊。

要想读懂一本书，兴趣是必不可少的。法国的孟德斯鸠就说
过：“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的辰光换成巨大享受的时
光。”对于爱读书的人，发现自己喜爱的书就会爱不释手，
如饥似渴地去读;不爱读书的人，就是发现自己喜欢的书，也
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看，了解大概意思便罢了，这样就不会
达到读书的真正目的。朱熹说过：“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
精思。”有些书籍略知一二即可，但有些书籍则需细细品味，
才能感悟到其中的真谛。

我们要读书，就要读好书，既要读自己喜欢的书，更要读对
自己有益的书。梭罗说过：“所谓会读书，就是本着诚意去
读去读确实有价值的书，这是一种高尚的价值。”我们青少
年学生正处在一个成长的阶段，我们要读一些与我们的学习
有关的书籍，而不应该读那些没有意义的书籍，更不应该读
不健康的书籍。读书是会增长知识，丰富生活，但不能盲目



地读，否则不但影响学习，还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负面影响。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热爱读书吧，它会让一个孤
僻的人活泼开朗，会让一个失败的人坚强自信，会让一个无
知的人博学多知。总之，读书是人类发展的重要途径，让我
们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扬起知识的风帆吧!

1、书香飘万家，陶冶你我他。

2、读好书长精神，好读书添智慧。

3、读好书，做好人，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人。

4、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5、我读书，我智慧;我智慧，我读书。

6、营造书香社会，共建和谐新郑。

7、书籍是智慧的宝库，阅读是思维的火花。

8、绝无三聚氢胺，不含防腐剂，绝对健康。

9、书香与梦想齐飞，阅读与人生相伴。

10、浓郁读书风尚，丰富心灵世界。

11、我读书，我快乐;我读书，我飞翔;我读书，我陶醉。

12、书的天空任我们翱翔，书的海洋任我们畅想。

13、我读书，我进步，我收获，我成长。

14、让读书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15、阅读提升城市品味，求知丰富精彩人生。

16、经典诵读浸润童年，中华诗词照耀人生。

17、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18、倡导全民读书，推进文明创建。

19、读书使青春展翅，知识让生命飞翔。

20、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

21、树立良好读书风尚，促进文明城市建设。

22、读书让理想展翅，学习让生命飞翔。

23、阅读能致远、书香能修身。

24、朗朗书声满校园，阵阵书香溢心田。

25、倡导读书风尚，争创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

26、知书达礼，明理向善，文明和谐!

27、浓浓书声浸校园，浓浓书香润心田。

28、共建书香校园，同享读书之乐。

29、用心读书，善良做人，快乐生活，健康成长。

30、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

31、学得生动，学得深入，学得有效。

32、品书香、长知识、强素质、多受益。



33、天才，在于勤奋;博学，在于读书。

34、读书丰底蕴，清气溢师心。

35、倡导读书风尚，促进文明和谐!

36、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37、获取知识，三分在课内，七分在课外。

38、张开双臂，让我们一起读最美的书籍吧!

39、读书成就梦想，知识照亮人生。

40、读书知礼积跬步，笨鸟先行展翅飞。

41、营造书香校园，倡导读书人生。

42、书乃物中精华，善求者必博。

43、一日读书增一智，一年读书小博士。

44、读书吧，它会使我们插上理想的翅膀。

45、书籍点亮人生，书香洋溢校园。

46、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47、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

48、无心阅读，难觅书中天地;用心阅读，易得书中精华。

49、让书香飘满校园，让文苑开在心间。

50、品读经典，涵括古今，学做圣贤，立志成才。



校园文化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五

农历腊月廿三日（南方是廿四日），是祭祀灶君的节日。民
间传说这一天灶王爷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家功过，辞灶
便是送灶王爷起程。故民间对这位居家之神，平日态度很虔
诚，且很尊重。送灶寄托着中国劳动人民对美满生活的向往，
祈求神明保佑新年合家平安，吉祥如意，岁岁平安。民间认
为，过了二十三，诸神上了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
不用择日子，称为赶乱婚。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
多。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更加热烈。

2、迎春扫尘

从农历腊月二十三起到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
日”，也称扫尘日，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
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
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
祈求。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
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
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3、备年货蒸年糕

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
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
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
新帽，准备过年时穿。经常准备的食物，一是腌腊肉，许多
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这种食品存放时间较长，不易变质。
二是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
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

4、年夜饭

除夕夜的年夜饭也叫团圆饭，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



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因为正值冬天，
北方人常常在饭桌中间设置火锅，因此也称围炉。

5、传统座次

按照老礼，除夕夜传统的座次是“尚左尊东”、“面朝大门
为尊”。年宴的首席为辈分最高的长者，末席为最低者。如
果是请客，首席为地位最尊的客人，主人则居末席。首席未
落座，其余都不能落座，首席未动手，大家都不能动手。

6、饮食特色

北方人年夜饭的菜色中常包括水饺、鱼、年糕、长年菜等。
因为水饺状似金元宝，有富贵之意；鱼这道菜不能吃完，因
为在汉语中“鱼”和“余”同音，有“年年有余”的吉祥意
思；年糕则有“年年高升”之意；吃长年菜则有长寿的意涵。
华南则多有鸡、烧肉、发菜、蚝豉等，因为“发菜蚝豉”
与“发财好市”谐音。江南的典型年夜饭必有鱼，丰盛汤锅。

7、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属
于楹联的一种，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

这副世界上最早的春联，“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记载在莫
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上，撰联人为唐人刘丘子，作于
开元十一年(723年)。百姓春节贴春联的民俗从明代才开始盛
行，潮流发源地是南京。现在江南地区百姓讲究在大年三十
上午贴春联。

8、贴福字

春节贴福字，是中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春节贴“福”字，
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



9、守岁

守岁的习俗在中国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晋朝人周处《风土记》
中说到蜀地年俗，年末人家相互馈送年节礼物，称为“馈
岁”；相互宴请，称为“别岁”；除夕通宵不眠，称为“守
岁”。这是现今看到关于守岁习俗的最早记载。

10、拜大年

男女老少都穿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给儿童
压岁钱，初二、三就开始走亲戚看朋友，相互拜年，道贺祝
福，说些恭贺新喜、恭喜发财、过年好的话，祭祖等活动。

11、闹新春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
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
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
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
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