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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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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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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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紧张的学习过程中，课间活动能够起到放松、调节和
适当休息的作用。课间活动应当注意以下几方面：

1.室外空气新鲜，课间活动应当尽量在室外，但不要远离教
室，以免耽误下面的课程。

2.活动的强度要适当，不能做剧烈的活动，以保证继续上课
时不疲劳、精神集中、精神饱满。

3.活动的方式要简便易行，如做做操、跳跳绳等。

4.活动要注意安全，要避免发生扭伤、碰伤等危险。

二、受了外伤怎么办？

受了外伤，比较严重的。，需要送医院诊治。比较轻微的，
可以按照下述方法来处理：

1、出现伤口并且出血的，需要清洗伤口并擦涂消毒、消炎的
外用药，如消炎粉、红药水、创可贴等。此外还要注意：保
持伤口局部的温暖干燥；可多吃鸡蛋、瘦肉、豆类、乳类等
蛋白质含量多的食品；适当服用维生素c或多吃些新鲜蔬菜和
水果；合理换药，保持清洁。这样做，有利于伤口的痊愈。



2、肌肉、关节、韧带等扭伤的，不能立即按摩或热敷，以免
加重皮下了血，加剧肿胀。应当立即停止活动，使受伤部位
充分休息，并且冷敷或用冷水浸泡。待24小时至48小时以后，
皮下出血停止再改用热敷，以促进消散瘀血，消除肿胀。

同学们，遵章守纪，就是尊重生命，尊重自我，当我们能做
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便向文明的彼岸又前进了一步，
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让我们携起手来呵护这文明之花，让我们远离伤痛，珍爱彼
此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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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力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2、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3、家事国事天下事，国家安全是大事

4、国家安全无小事

5、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维护国家安全人人可为

6、增强国家安全意识，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7、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8、维护国家安全，从我做起

9、各级党委政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主体

10、国安才能国治，治国必先治安

11、保卫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12、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13、国家主权、国家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4、维护国家安全，共筑钢铁长城

15、一切国家机关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16、国家安全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

17、齐抓共管构筑牢固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18、国家安全依靠人民、服务人民

19、发展是安全的条件，安全是发展的基础

20、保障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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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为了生活好，我们的安全为了活到老。

2、筑起人民防线，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

3、公民发现危害国家我们的安全的行为，应当及时向国家我
们的安全机关报告。

4、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筑牢人民防线。

5、加强国家我们的安全工作，促进社会政治稳定。

6、增强人民群众的国家我们的安全意识，提高人民群众维护
国家我们的安全的自觉性。

7、国家主权，国家我们的安全，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8、认真学习《国家我们的安全法》，严格遵守《国家我们的
安全法》。

9、我们的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

10、共同构筑反间谍的人民防线。

11、生命只有一次，我们的安全伴君一生。

12、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是每个公民的神圣义务。

13、保卫国家我们的安全，促进经济建设。

14、加强国家我们的安全工作，构筑坚强的人民防线。

15、多看一眼，我们的安全保险；多防一步，少出事故。

16、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17、狠抓国家我们的安全教育，提高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的
能力和水平。

18、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共筑人民防线。

19、树立企业我们的安全形象，促进我们的安全文明生产。

20、维护国家我们的安全，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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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金陵，江河水、怒涛未歇。

声声急，长空警报，低昂愤烈。

暴虐无逾日本鬼，忧伤怕见秦淮月。



祭冤魂挥泪忆屠城，深悲切。

民族耻，何曾雪。

家国恨，何曾灭。

好男儿最痛金瓯残缺。

但愿早圆中国梦，却胜大放东瀛血。

赋狂歌一唱大刀环，飞丹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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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节的起源有说法诸多，其中有几种较具代表性的说法，
春节源于腊祭、源于巫术仪式说、源于鬼节说等，其中最被
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春节由虞舜时期兴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
带来的春节的历史发展节日起源，希望能帮到大家!

公元前20xx多年的一天，舜继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
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

春节以前也称元旦，是在正月的第一天。而中国历代的正月
的设定日期却并不一致：

夏朝用孟春(即正月)为正月。

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20xx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
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孟春为



岁首，后人在此基本上逐渐完善为我们当今使用的阴历(即农
历)，落下闳也被称为“春节老人”。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
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末年，长达2080年。

在不同时代，春节有不同名称。

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改岁”、“献岁”等;到
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朝”、“岁旦”、“正
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为“元辰”、“元
日”、“元首”、 “岁朝”等;到了唐宋元明，则称为“元
旦”、“元 ”、“岁日”、“新正”、“新元”等;而清代，
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中华民国
北洋政府时期，由于那时要改用阳历，为了区分农、阳两节，
袁世凯将元旦定义为西历01月01日，将农历正月初一改名为
春节。

先秦时期，就有了岁时的雏形。《诗·豳风·七月》里记载
了人们收获后酿酒宰羊的欢聚场景，“十月获稻，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十月涤场，……曰杀羔羊，……万寿无
疆。”

汉朝时，祭祖是春节的重要活动和习俗。东汉崔寔《四月民
令》提到，“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
祢。”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也越来越丰富。

魏晋时，已形成除夕守岁的习俗。晋朝周处所著的《风土记》
中记载：除夕之夜大家各相与赠送，称“馈岁”;长幼聚欢，
祝颂完备，称“分岁”;终岁不眠，以待天明，称“守岁”。

唐朝时，人们除登门拜年，还发明一种“拜年帖”。唐太宗
李世民用赤金箔做成贺卡，御书“普天同庆”，赐予大臣。
这一形式迅速在民间普及，改用梅花笺纸。当时这种“拜年



帖”被称为“飞帖”。

宋代人过年开始吃饺子，宋朝称饺子为“角子”。宋代已普
遍开始用纸包火药做成爆竹。除夕、春节放爆竹之俗便逐渐
盛行。《东京梦华录》说：“是夜，禁中爆竹山呼，闻声于
外。”到了明朝，接灶神、贴门神、除夕守岁、十五赏灯会
都已经盛行。《万历嘉兴府志》中记载：“除夕，易门神、
桃符、春帖，井隈皆封。爆竹，燔紫，设酒果聚饮，锣鼓彻
夜，谓之守岁。”

清朝非常重视过年，宫廷过年十分奢华，皇帝有写福字下赐
群臣的习俗。过年要一直延续至元宵佳节才算结束，猜灯谜
是甚为流行的取乐方式。

辛亥革命带来了全新的时代，政府提倡新历，传统过年不再
休假。礼仪上，脱帽、鞠躬、握手、鼓掌等新礼节逐渐成为
中国人际交往的“文明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