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大全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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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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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二

1、躺在床上玩手机，一想到放假了好久了还没有碰过书，我
就啪的抽了自己一耳光，玩个手机还分心。

2、我只是祈求上天给我的心放假一年，让我这一年不记得他，
我好累，好累……无法失去，亦无法回头。

3、吃了一整年的外卖，终于要回家尝尝妈妈的味道啦。

4、寒假结束了，但以后每年夏天还会有寒假，可以后的夏天
或许不会再有你们。

5、终于可以好好的睡懒觉了

6、放寒假，开心；作业多，难过：我该拿什么心情来爱你
呢?

7、放假再无聊，我也不愿上学；就像爱你再无助，我也不愿
放手。

9、这个假期，我要开始过美国时间了。

10、放个寒假才20几天，这年头，连失个恋都得33天呢。

11、我真是个花心的'人，暑假刚走了我就想着寒假。

12、放寒假第一天，阳光明媚，心情正好。

13、放假时，我醒了，不代表我起床了；上学时，我起床了，
不代表我醒了。



14、寒假别走，我请你吃炫迈。

15、假期的力量 每天都要玩得快乐

16、有一种病，叫‘ 不想开学 ’

17、开学前一天晚上我国电量将直线上升

18、这个假期的日常：吃+睡+追剧

19、世界上最近的距离，放假到开学；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开学到放假。

20、放个寒假才20几天！这年月连失个恋都得33天呢.

21、我学会了说脏话，学会了早恋，学会了攀比，学会了叛
逆，学会了抄作业，知道是在哪儿吗?是在学校。

22、童年的寒假生活，细数那难忘的记忆，给孩子快乐，是
我们的责任。

23、寒假是我蓝颜，暑假是我红颜，作业你为何来做我们之
间的电灯泡。

24、我们放寒假了，太开心了。因为放寒假里面有几天过新
年，可以领压岁钱，所以我们很开心。

25、放寒假，过大年，快乐的气氛充满屋。放寒假，过春节，
围着电视看春晚。

26、一转眼，寒假结束了。它像一本书，我在每一页上都写
下快乐，写下精彩。寒假过得既快乐又充实，伴随着时间老
人的脚步，让我们进入紧张的学习中去吧！

27、对我们来说，放假就是换了个地方写作业。



28、每逢假期胖几斤，说的是你吗？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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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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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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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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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青年节手抄报内容篇七

1.新婚度蜜月，中秋游异邦（成语一）——喜出望外

2.寂寞嫦娥舒广袖（打一舞蹈术语）———单人舞

3.华夏共赏中秋月（打一旅游用语）———观光

4.清风拂面中秋夜（四字常用语一）——发扬光大

5.举头望明月（打一中药名）——当归

6.中秋月饼（打一电脑名词）——软盘

7.中秋月饼（电脑名词一）——节点

8.八月望洞庭，千帆过眼帘（宋诗目三）——中秋湖上泛舟

9.中秋度蜜月（打一成语）———花好月圆

10.清风拂面中秋夜（打一四字常用语）———明月清风

11.八月十五共清辉（五代诗目一）——中秋月

12.一轮明月挂中天（打一四字股市术语）——日涨盈亏

13.中秋别后重团圆（影目一）——火种

14.中秋别后重团圆（打一影片名）——第二次握手

15.中秋朗月，宾主共赏（成语二）——正大光明



16.时逢中秋产于沪（五言唐诗句一）——海上生明月

17.一轮明月挂中天（打一四字股市术语）———日涨盈亏

18.外圆正割垂直线，积分开方斜角边（节日一）——中秋

19.十里空山外，千行雁阵南（节日一）——中秋

20.中秋别后重团圆（打一影片名）———第二次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