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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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就给
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元旦手抄报简单篇一

>我的元旦作文600字

等待着，等待着!20__年的钟声敲响了，可我依然在等待着，
你们猜我在等待什么呢?其实呀，我在等待着上作文班呢!看
到这儿你们肯定又会问：“哪有人会喜欢上补习班的呀?”可
我要告诉你们，今天是个例外!因为今天我们作文课的题目
是“制作水果拼盘”。

“丁零零”啊!上作文课的时间到了!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和
朋友一起来到了作文班。

一来到作文班后，我们就各自作在自己的座位上，等着老师
的到来。老师终于来了，只见她提着一袋袋水果走进了教室。
老师分配好任务后，她一喊“开始”，所有的同学都忙活了
起来。

同学们有的洗水果;有的当传递员;有的削水果;有的设计拼盘
的造型……我的任务是设计拼盘的造型，我和朋友三人经过
了再三的讨论之后决定摆出一只老鼠的造型，上面在摆
上“庆祝20__”这几个字。最后，我们把讨论后的结果告诉
了大家，大家都说我们的创意好他们举双手赞成!

开始摆造型了，我们先用一个橙子做老鼠的头，再拿一粒西



瓜籽做老鼠的眼睛，然后用西瓜皮做老鼠的身体，再把橙子
皮撕下一丁点作为老鼠的脚，最后，我们用小蜜橘做成了老
鼠的尾巴。一只小老鼠做好了，我们要开始摆字了，因为只
有小蜜橘还剩很多，所以我们决定用小蜜橘来摆艺术字。水
果拼盘终于做好了，看着这形似非似的小老鼠，加上那歪歪
扭扭的艺术字，哪怕做得不好，我们的心里依然是甜滋滋的。

这个“元旦”真令人难忘!

哈哈，新的一年来了，元旦节有来了，小朋友们又有新衣服
穿了。

你们知道元旦节的来历吗?哈哈我来告诉你：中国的元旦，据
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
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
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
《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
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
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
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
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
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
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
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公元1911年，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
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
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公
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今天所说的“元
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



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式定为“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现在知道元旦节的由来了吗?顺便给大家说声元旦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