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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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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一

中国人过春节已超过4000多年的历史，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多
种说法，但其中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春节由虞舜时期兴起。春
节一般指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年，俗
称“过年”；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的腊
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其中以
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人们都要举行各种活
动以示庆祝。

早在宋代，皇亲贵族士大夫的家族与亲族之间已经使用专门
拜年所做的贺年卡，叫做“名刺”或“名帖”。它是把梅花
筏成卡片，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各家门口贴着一红
纸袋，称为门簿。用以接收名帖。拜年者把名帖放进门簿，
即表示拜年，意义与现代贺年卡相同。

据《吕氏春秋》记载，中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
按中国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
有“除陈迎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
气” 统统扫出门，里里外外都干干净净的。

挂年画是中国春节特有的风俗。流行于全国各地。新年里，
将年画在门上或挂在壁上。由古代贴门神演变面来，原为驱
邪，后变成烘托新年热闹气氛和表达人们欢乐的情绪。



春联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
等著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宋
代时，人们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邪的意
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观。后
来，人们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
门窗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除了春联外，不少地方也保留着贴门神的习俗。在民间，门
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而由于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对
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
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
门神。自此，以这两位名将作为门神的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
流传。

除夕晚上，全家老小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区在
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
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
年三十的饺子一般要在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晚上子时再
吃，因为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在南方有过年吃年
糕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糕，象征新一年生活甜蜜蜜，步
步高。

什么是屠苏酒呢？屠苏是一种草名，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
华佗创制的，饮屠苏酒的风俗则是经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
开来。每年腊月，孙思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
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此后，经过历
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人饮屠苏酒的方法
很独特，平常饮酒是年长者先饮，而饮此酒是从年少的小儿
饮起，年长者在后，每人只饮少许，古人解释说：“少者得
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

晋周处《风土记》：“ 蜀之风俗，晚岁相与馈问，谓之馈岁；
酒食相邀为别岁；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守岁的习
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



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对于小孩子来说，春节期间最开心的就是来自长辈们的压岁
钱。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最早的压岁钱也叫厌胜钱，
是为了佩带玩赏而专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清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是这样记载压岁钱的：“以彩绳穿钱，编作
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压岁钱。
”压岁钱的寓意为压祟、避邪，祝愿孩子在新的一年健康吉
利、平平安安。

正月初一穿新衣，是历代注重的一个过年习俗。南朝宗懔
《荆楚岁时记》里说，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古时荆
楚地区的人们在初一早上鸡刚打鸣就起来了，首先在庭院前
燃放爆竹，以震慑山妖鬼怪，然后穿上新衣服的全家老小按
长幼顺序相互拜贺。过年了，穿新衣，不仅寓意着新的开始，
也蕴含着求吉避凶的美好心愿。

当代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在除夕晚看春节联欢晚会，其实
古代也有春节联欢晚会。在古代，春节期间大街上会出现游
行的队伍，且各朝代各地区都不一样，有的会演社戏，有的
会舞龙舞狮。当戏曲逐渐占据人们主要的娱乐领域后，春节
看戏就成了那场松散的“春晚”最热闹最受人欢迎的地方。
这种游行，有的地方称其为“演春”。至于古代有钱的人家，
就不用出去看戏了，他们会在自己家里搭戏台、邀请戏班子
开锣。

古代春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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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宵佳节，帝城不夜，各地春宵赏灯之会，
猜灯谜、百戏杂陈，普天同庆。

一、春节到，财富到，祝您福星当头照；心情好，身体好，



祝您生活更美妙；钞票多，家庭和，祝您日子红火火；祝福
意，请笑纳，祝您幸福早发达。春节快乐！

二、送吉祥，送安康，美妙的事儿一桩桩；送快乐，送平安，
好运的事儿堆成山；送祝福，送心愿，猪年的日子福相连；
新春佳节，愿君合家欢乐，年年有余，猪年快乐！

三、门外放鞭炮，猪年已来到。星光正闪耀，腊梅枝头俏。
喜鹊喳喳叫，万千欢喜到。事业步步高，财运无限好。家庭
多欢笑，幸福来环绕。猪年到了，愿你的生活一片乐逍遥。

四、火红灯笼挂在墙上，吉祥春联贴在门上，多彩烟花映在
头上，浓浓年味洋溢心上，合家欢乐围绕桌上，喜庆如意写
在脸上，手机拜年握在手上，短信祝福发在点上。祝春节愉
快！

五、新年到，美滋滋，家家户户乐陶陶；唱起歌，跳起舞，
心情舒畅笑开颜；挂灯笼，放鞭炮，喜上眉梢乐开怀；会亲
朋，送祝福，锦上添花福无边。祝你心情妙，猪年开怀乐翻
天！

六、爆竹声声，消散一年的劳碌；烟花朵朵，迎接新年的光
顾；饺子香香，庆祝一年的结束；短信条条，载满新年的祝
福。春节到，愿你快乐数不胜数，开心绝不虚度。

七、春风吹，春节到，大街小巷好热闹；鞭炮响，爆竹闹，
五彩缤纷世界俏；我祝福，你欢笑，喜气洋洋锣鼓敲；孩童
跑，大人跳，来年的生活呱呱叫！祝春节快乐！

八、大红灯笼高高挂，吉祥如意照四方；迎新对联门旁贴，
福到庭院好运长。鞭炮声声除旧岁，驱走烦恼送安康。祝福
随着微信送，真心祝福全送上。祝你春节欢笑多，幸福海洋
任徜徉！



九、愿好运像地雷一样，时常给你踩到；厄运像流星雨一样，
永远淋你不到；财富像垃圾一样，随处可以捡到；幸福伴你
一生像苍蝇一样盯着你不放！祝您春节快乐！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二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烘托喜庆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
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
其特有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
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
大大小小“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
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
对美好未来祝愿。为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人干
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图案有寿星、寿
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年画给千家万户平
添许多兴旺欢乐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民间艺术，
反映人民朴素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希望。年画，
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兴起，年
画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
些年画作坊中产生《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彩色年画、
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美好愿望。我国出现年画三个重要产地：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中国年画三大流派，
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木刻年画，画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
民间流传最广是一幅《老鼠娶亲》年画。描绘老鼠依照人间
风俗迎娶新娘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
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年画，
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
记载见于西晋周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
“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
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
着新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
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
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旧
年交替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一年到来之际，家家
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爆竹声除旧迎
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
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
庆热闹气氛，是节日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
吉利。随着时间推移，爆竹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
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
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
佛山和东尧，江西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
花炮之乡,生产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
远销世界。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三

五月初五，是端阳。插艾叶，戴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
船下水喜洋洋。每年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午日节、艾节、端午、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各不同，
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
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
酒，佩香囊。

传说，屈原是战国时期出国人，很有学问。他在楚王身边做
官，为国忠诚。昏君楚王却听信__臣的话，把屈原削职流放。
在流放中，屈原听说楚国的都城被敌人占领，百姓遭难，悲
愤极了。五月初五这一天，他来到汨罗江边，怀抱一块石头，
以纵身跳入汨罗江中。出国的百姓听到屈原投江的消息，都
十分悲痛。他们含着泪划着船赶来打捞屈原，还把粽子扔到
江里喂鱼，希望鱼儿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这就是五月端阳
包粽子的来历。

在过端午节时，人们有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荷包
和栓五色丝线等许多习俗。这些习俗都是为了驱邪或纪念屈
原的死。

端午节真是一个有趣的传统佳节!

1、粽子

端午时节，粽子飘香。传说公元前278年端午节这一天，流放
到汨罗江边的爱国诗人屈原得知楚国都城沦陷，绝望之下怀
抱大石投汨罗江而死。于是，传说“端午”乃屈原祭日，吃
粽子赛龙舟便成为端午时节纪念屈原的中华传统风俗。从古
至今，端午节承载了人们对生活的各种情感：思念、感恩、
憧憬、祈愿。



2、五红

在扬州传统民俗中，端午节除了吃粽子外，还要吃“五
红”——烤鸭、苋菜、鸭蛋、龙虾、黄鱼或者黄鳝——这样
整个夏天就可以避邪消暑了。

3、艾馍馍

不少地方过端午节时还用米粉或面粉发酵与艾蒿一起蒸馍馍。
艾中含有多种挥发油，具有芳香气味，可驱虫杀菌，对多种
细菌及某些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

4、打糕

端午节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民隆重的节日。这一天最有代
表性的食品是清香的打糕。打糕，就是将艾蒿与糯米饭，放
置于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用长柄木棰打制而成的米糕。

5、雄黄酒

雄黄酒就是用白酒、雄黄勾兑而成的。这么简单的饮品为何
如此有名呢?这大概与白娘娘和许仙的故事有关吧，白娘娘就
是在端午这天饮雄黄酒，现出蛇身原形。故而，民间大概便
认为蛇蝎蜈蚣等毒虫可由雄黄酒解，端午佳节饮雄黄酒可以
驱邪解毒。

(1)端午节我忙，对你我却不忘;端午节我累，但你却在我心
内!吃着粽子我会想你，想你这个好朋友!不用粽子来表达，
只用短信来问候，祝端午节快乐!

(2)端午节想你是最快乐的事;见你是最开心的事;爱你是我永
远要做的事;把你放在心上是我一直在做的事;不过，骗你是
刚刚发生的事。



(3)端午节幸福守则：以休息放松为中心，把健康安全放在首
位，心情舒畅是关键，游山玩水当调节，逛街购物是消遣，
问候祝福是甜点，别忙别闲，端午快乐!

(4)端午节要到了，送你一枚小小的粽子，包上顺心，包上如
意，包上快乐每一天;包上友谊，包上爱情，包上我对你的想
念;还有一枚小小的——-铜钱。呵呵。

(5)端午节已到，送你一只香甜粽子：以芬芳的祝福为叶，以
宽厚的`包容为米，以温柔的叮咛做馅，再用友情的丝线缠绕，
愿你品尝出人生的美好和五月五的情怀!

(6)端午节又到，粽香又飘扬。糯米加红枣，穿上艾叶衣。扎
个红腰带，漂亮又大方。洗个热水澡，清爽又宜人。端午送
祝福，实惠又吉祥。端午节快乐!

(7)端午节又到了，今年的我没有准备特殊的礼物，只是准备
了我的关心、诚心、爱心，这些统统送给你，祝你‘端午节
快乐’。

(8)端午节怎么过?耶稣说，西方没这个风俗;上帝答，天堂没
这个习惯;孔子沉思：我那时还没这个节日!最后你说：我请
你吃粽子!我正等着呢!端午节快乐!

(9)端午节至，收短信一条，其文略曰：夫于九天，念世人情，
特转祝福，以赐我民，得而相传，以颂天下。吾知是屈大夫
佳音，甚喜，特发于君，望转发。

(10)端午节祝福：五月莺歌燕舞日，又到粽味飘香时。片片
苇叶片片情，天天拥有好心情，几枚红枣几颗心。让你开心
又顺心。钞票有如粒粒米包在一起全给你!

(11)端午节祝福：一颗心牵挂着你，一份爱祝福着你，一份
真感情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想你会在天涯海角我爱你会在



昭昭暮暮，祝端午节快乐!

(12)端午节祝福短信：米饭和包子打群架，米饭仗着人多，
见包着的就打，豆沙包，蒸饺无一幸免。粽子被逼无奈，情
急之下把衣服一撕，大叫：看清楚，我是卧底!端午节快乐!

(13)端午节祝福短信：微笑露一点，脑筋活一点，嘴巴甜一
点，说话轻一点，脾气小一点，做事多一点，行动快一点，
效率高一点，端午节快乐一点!

(14)端午节祝福心意全送到：愿你“粽”是微笑，“粽”是
快乐，“粽”是喜悦，“粽”是好运，“粽”是成
功，“粽”是幸福，“粽”是美好。

(15)端午节祝你：粽儿香香，美味芳芳;粽儿粘粘，福禄全
全;粽儿长长，朋友广广;粽儿饱饱，财源好好;粽儿满满，人
生暖暖;粽儿甜甜，情意绵绵。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四

高尔基曾经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书是我
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啊，我就是一个热爱读书的女孩，每每
买到一本新书，我总会如饥似渴地看起来，总想一口气把它
读完。说来有趣，不管多晚，不管多热，不管多困，只要一
看书，顿时精神抖搂。

用妈妈的话说，我看起书来啊，犹如饥饿的人扑在了面包上。
嘘！我告诉你哦，班上同学的书我都借了个遍，同学一有新
书，保准是我第一个看阅，凡是我在同学那里看到了我喜欢
的、感兴趣的书，那时候，我的'脸皮可厚啦！我会施展我
的“无厘头缠人功”——“念咒”、“甜言蜜语”、“跟屁
王”……直到他们“降服”，无可忍受不得不借给我，而我



必须得借到，否则我会浑身难受。

“书！书！好多的书啊！”这是我进书店买书时的口头禅。
就拿昨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我和姐姐去开成商悦广场散步。
一到三楼，我闻到了浓浓的书香味儿，是诺贝尔书店！姐姐
看着我的小眼神，一拍我的肩，“走吧！”我大步流星走进
书店，就这样，我和姐姐去书店“扫荡”啦！进入儿童文学
天地，我开始按照自己的口味拼命地选书。我在前边选，姐
姐负责帮我拿，“完工，结帐！”得意之际，转身，才发现
只见姐姐手抱书，不见其人。

“嘿嘿……不好意思，这么多，辛苦了，辛苦了！”来到收
银台，钱不够，要退回几本，“哎！”我左手摸摸这本，右
手掂掂那本，不舍得放下任何一本，因为它们都是我的挚爱
啊！怪不得爸爸妈妈总说我去书店买书就是一次大“扫荡”，
恨不得把书全都买回家。

每每我读完一本书都会赞叹，这位作家写得真好，我一定要
学学他写作的风格，借鉴他的文采，我一定要将文章写得跟
他们一样好！……”从此，一棵梦想的种子悄悄地埋进了我
的心房。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有志者事竟成”。我现在在
班里积累和写作文的水平是中上，我想我的梦想会在我的努
力之下绽放异彩的！我爱读书！

（1）看目录速读全书，掌握风格。

（2）回想自己所了解的，比作者多及少的地方（绝大多数是
少）。

（3）即然少，自己想从这书里看到什么问题，什么是自己最
感兴趣的，对自己最有帮助。



（4）目标确定后，规定时间。

（5）重点放在目录，大标题，和每章节的开头结尾处，这样
速度快而且能抓住重点。

（6）记下一些好的句子或重点段落。

（7）读书过程中，随时保持“批判性思维”。让自己的思路
活跃起来，把每一个能联想起来的点画在导图上，同时写作
者优缺点，自己的看法，还可以参考哪些等。

（8）最后复习一遍，选择重点段落完善导图。

（9）自己整理笔记，总结收获。五。好书推荐：列举必读书
目，并介绍故事梗概。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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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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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抄报植物内容简单篇七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最新）

国庆节假期结束，元旦节准备到来，看着手抄报上面空空的
内容，不知道怎么填充，怎么办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
理的关于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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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为什么叫元旦：字面意思很有寓意

元旦，又名元日、无朔、无辰、元正等，含有一年之始的意
思。因为“元”本义是“人头”，引申为“始”。“旦”的
本义也是“始”。据宋《梦梁录·正月》中记载：“正月朔
日，谓之元旦，欲呼为新年。”元旦，即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
“新年”，是公历新一年的第一天。元，谓“首”;旦，
谓“日”;“元旦”意即“首日”。

7020年前，古埃及人经过长期观察，发现每当天狼星和太阳
一同升起时，尼罗河水立时上涨，且与下次涨水时间总是相
隔约365天。古埃及就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
称“涨水新年”，这可能是元旦新年最早的由来。公历采用
公元纪年法，是从“耶稣降生”的那年算起的，这与的兴盛
密切相关。

话说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
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



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
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

尧对舜说：“元旦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
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
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
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
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
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
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
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
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
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

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即使同是一种
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斡尔人要把饺
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的一些地
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

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北方冬季天气寒冷，昼短夜长。从元旦开始，农闲的
百姓杀猪宰羊，盘腿坐在土炕上，聊聊家常，不干活，不出
门，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因天气寒冷，东北元旦饮食主要
以冻品、腌菜、乱炖为主。像冻饺子、酸菜炖粉条、腌雪里
红等都是元旦必备的食物。

南方元旦的习俗则偏向于“雅”。在江浙一带，元旦时节把
竹竿束于草上，点火燃烧，称为“庆田蚕”。绍兴元旦会



用“茶碗茶”待客，有的还要放入橄榄和金桔，称为“捧元
宝”。

在福建，闽音“春”与“剩”相同，元旦吃饭时要在米饭上
插上红纸做的花，俗称 “春饭”。春饭是 “年年有余”的
象征。在广东，元旦拜年时，长辈会以红包或柑橘赏给晚辈，
也是吉祥如意，来年结余的象征。

在宝岛台湾，元旦这一天全家老少都要围在一起聚餐，餐桌
上摆放火锅，这叫做“围炉”。参加“围炉”的人，桌上的
每样菜都要品尝，也要象征性地喝酒，以讨来年红红火火。

每年的1月1日为元旦，是新年的开始。“元旦”是合成词，
按单个字来讲，“旦”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的.“日”下
面的“一”字表示地平线，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象
征着新生，是一种对冉冉升起希望的寄托。

小孩子新年要吃冰糖葫芦，象征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文俗
方面：扭秧歌、踩高跷，东北二人转，都会在庙会上接连表
演。天津剪窗花，贴对联，文娱活动应接不暇。山东在元旦
这一天学生向孔子神像拈香祭拜，以期待来年金榜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