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汇总8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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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
需要的朋友。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一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手抄报吧，
手抄报具有开拓视野、积累知识的作用。手抄报的类型有很
多，你都知道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三年级漂亮雷锋
手抄报内容，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力量从团结来，智慧从劳动来，行动从思想来，荣誉从集
体来。

2、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

3、青春啊，永远是美好的，可是真正的青春，只属于这些永
远力争上游的人，永远忘我劳动的人，永远谦虚的人。

4、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
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

5、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
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

6、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7、不经风雨，长不成大树；不受百炼，难以成钢。



8、是光荣的战士，还是可耻的逃兵，那就要看你在困难面前
有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念了。

9、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0、凡是脑子里只有人民、没有自己的人，就一定能得到崇
高的荣誉和威信。反之，如果脑子里只有个人、没有人民的
人，他们迟早会被人民唾弃。

上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们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峰影社
区敬老院看望老爷爷、老奶奶们。

一走进敬老院，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一间间房间虽然不是
布置得很干净、很舒适，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比世界上最豪
华的房间更温馨！因为这每一间房间都布满了院长辛勤的汗
水，她默默地为社会做贡献，她舍己为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院长对待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得热情，那么得慈祥，那么
得亲切！她好像就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阿姨一样。

接着，我们来到各位老人的房间里，给他们分发食品，表达
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老人们纷纷向我们不表示感谢，看着他
们那张布满皱纹的脸笑得那么灿烂，我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但是我觉得爱老、护老是我们少先队员应该做的！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了，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回校的时间了，我们排
着整齐的队伍，拿着队旗依依不舍地向老人们告别，在返回
学校的路上，我想我们应该感谢院长，是她无声无息地照顾
着这些老人，是她让老人们有了家的感觉，有了家的温暖。
她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希望老人们能永远健康！

通过这一次去敬老院，我明白了我们要向雷锋叔叔一样关心
身边的每一个人，多做好事，把一缕无限的温暖送到别人的
心田上！



亲爱的同学们：

三月，总有一种炽热的情愫在弥漫，总有一种深切的怀念在
升腾。离开雷锋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忘记雷锋，更没有忘记
雷锋精神。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在我们开展快
乐体验志愿者活动中，让我们将学习雷锋精神与我校的文明
建设以及自身的价值体现结合起来，让我们伸出自己温暖的
手，撒出一片赤诚，用我们的爱心唤醒孤独，用我们的真诚
帮助他人走出困境，用我们的热情让三月的空气温暖起来。

沿着雷锋的足迹，秉承雷锋的精神，我代表五年级向全校同
学发出如下倡议：

一、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勇于奉献的精神。热心帮助身边有
困难的同学，学会感恩，尊重他人，为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奋进求实，发奋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努力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三、弘扬雷锋勤俭节约、热爱集体的精神。积极响应“节约
资源四个一”活动，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
节约一粒米。爱护公物，在日常生活中适度合理消费，同学
间不进行物质条件的攀比，以实际行动响应国家“共建节约
型社会”的号召。

四、继承雷锋严于律己的精神。立足校园，做好份内的卫生
工作，自觉做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主动拣拾别
人废弃的垃圾并投入垃圾箱中；不乱采花草和践踏绿化带；
自觉抵制在学校的墙面和课桌椅上乱涂乱画等不文明行为，
保护校园环境卫生，争做文明小公民。

纪念雷锋的日子里，不能缺少你的参与；企盼爱心的目光里，
不能缺少你的帮助。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在实践中加深对雷



锋精神的认识，在校园中掀起自觉实践雷锋精神的热潮，使
雷锋精神在蓝天发扬光大，传承不息。

倡议人：xxx

时间：20xx年xx月xx日

1、实质

其实质和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
奉献，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
化的表征。周总理把雷锋精神全面而精辟地概括为“爱憎分
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
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2、内容

1.爱憎分明的立场。

2.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

3.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

4.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5.钉子精神。

3、作用

1.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以及社会各界产生巨
大影响。

2.掀起了后来全国各族人民的学雷锋做好事的风气。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二

1、在浓烟中逃生，人体如果防护不当，容易将浓烟吸入人体，
导致昏厥或窒息，同时眼睛也会因烟的刺激，导致刺痛而睁
不开。此时，可以利用透明塑料袋，透明塑料袋不分大小都
可利用，使用大型的塑料袋可将整个头罩住，并提供足量的
空气供逃生之用。

2、大火袭来，固守待援。大火袭来，假如用手摸到房门已感
发烫，此时开门，火焰和浓烟将扑来，这时，可采取关紧门
窗，用湿毛巾、湿布塞堵门缝，或用水浸湿棉被，蒙上门窗，
防止烟火渗入，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发出信号，寻求救援。若所有逃生线路被大火封锁，要立
即退回室内，用打手电筒、挥舞衣物、呼叫等方式向外发送
求救信号，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4、熟悉环境，暗记出口。无论是居家，还是到酒店、商场、
歌厅时，务必留心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楼梯方位等，当大
火燃起、浓烟密布时，便可以摸清道路，尽快逃离现场。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三

隋唐时期“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疠气”

到隋唐时代，魏晋时期形成的过年食俗被进一步强化。《荆
楚岁时记》提到的南朝人过新年餐桌上常见的“椒柏
酒”“屠苏酒”“五辛盘”，均为隋唐人所接受，并发扬光
大，特别是“五辛盘”这道菜，在中唐以前，时人过新年时
必吃。

所谓“五辛盘”，就是将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等
五种香辛蔬菜，装在一个盘里子食用，有点像今天过年餐桌
上的素菜冷拼盘。这个拼盘的营养价值，全在于其保健作用。



唐代名医孙思邈在《食忌》中说：“正月之节，食五辛以辟
疠气。”他在《养生诀》中也称，“元旦取五辛食之，令人
开五脏，去伏热”。过年时，正值寒尽春来的时节，气温仍
较低，人们极容易患感冒生病，而这五种蔬菜都有疏通脏气、
发散表汗的功效，能起到预防时疫流感的作用。所以，正月
初一吃“五辛盘”在隋唐时特别流行，是少不了的一道冷菜。

魏晋时吃“五辛盘”一般放在正月初一的早晨，即晋周处的
《风土记》中所谓：“当迎晨啖五辛菜，以助发五藏气而求
福之中。”唐代是不是一早上吃，似乎尚无记载。

中唐以后，又流行起了“春盘”。春盘又称春饼，是在“五
辛盘”的基础上变化出来的，在五辛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时令
蔬菜，汇为一盘。之所以称“春盘”，是取其生发迎春之义。
《关中记》记载：“唐人于立春日作春饼，以春蒿、黄韭、
蓼芽包之。”从这段文字中透露出的制作方法来看，如今同
样盛行的炸春卷或源于春盘。

不过春盘不是在正月初一食用，是立春日的必食。杜甫《立
春》诗：“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记述的就
是这种立春食俗。

可以说，“五辛盘”是中国古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道冷菜，
明嘉靖福建《漳平县志》中便称：“人家无贵贱，咸御鲜衣，
诣所亲贺岁，主人辄出辛盘与其款洽，过此日以为常。”意
思是过年家里来人，必定端出五辛盘待客。

明代“五辛盘”的菜品比唐代有所调整，明代名医李时珍
《本草纲目》中记载：“元旦立春，以葱、蒜、韭、蓼、蒿、
芥辛嫩之菜，杂和食之，取迎新之义，谓之五辛盘。”

“五辛盘”在中国古代流行不衰，说明古人过新年时很重视
饮食健康，“椒柏酒”“屠苏酒”，与“五辛盘”一样，也
都是古人眼里的保健食品。



鸡——古人过年位居第一的吉祥菜肴

魏晋时期初一杀鸡图“吉”利“禳恶气”

中国目前过年食俗，基本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形成或出现雏
形的。如今人们过年时必吃鸡，便是受魏晋人过新年习俗的
影响。一直到今天，人们都把鸡放在节日食品首位，年节供
应品顺次称为“鸡鱼肉蛋”。

古人过年喜欢讨吉利，鸡正符合这种消费心理。鸡谐
音“吉”，过新年时烧只鸡，图的就是这个“吉”字，而且
最好烧一只全鸡——整个吉祥。广东人、香港人过年时则喜
欢吃鸡翅，或许与人们将鸡说成凤凰有关，取“凤凰展翅”
寓意，在新的一年里大展宏图。

但魏晋人新年杀鸡，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现代人的吃，而是另
有用意。

秦汉时期，正月初一人们是不会杀鸡的，因为这一天是传统
说法中的“鸡日”。但到了魏晋时期，人们的节日观念发生
变化，按照五行的观点来说，正月土气萌动，草木生长，而
鸡则以五谷为食，羊则喜啮百草，故而魏晋时过新年时一改
以往，既杀鸡，又宰羊，以利农作物的生长。

魏晋人正月初一杀鸡还有“禳恶气”的考虑。《晋书·礼志
上》记载，曹叡(三国魏明帝)当皇帝时大兴禳礼，所谓“禳
礼”，就是在今人看来是迷信活动的祈祷消除灾殃。曾被曹
丕称为“假子”、擅玄学的何晏，当时提议用鸡供禳衅之类
的祭祀，于是出现了“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的
现象，即把鸡杀死悬挂在门上，以禳除恶气，镇守平安，由
此形成了那个时代正月初一杀鸡的风俗。

魏晋人迷信正月初一杀鸡能辟邪，可能与上古时的一个传说
有关。传唐尧时代，祗支国进贡一只重明鸟，眼似鸡，鸣声



如凤，展翅一飞，能搏击猛兽、恶鬼，各路妖魔鬼怪均惧而
避之，不敢再祸害民间，后人于是便把鸡看成可以替代重明
鸟禳灾的牲畜。

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人还喜欢在正月初一吃生鸡蛋。《荆
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初一，“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
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芽饧，下五辛盘，进敷淤
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

《荆楚岁时记》为南北朝时梁人宗懔所撰，记载的就是时人
过年的食俗。南朝人吃生鸡蛋可不是取“元旦”之意，而是
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时人认为，喝生鸡蛋可清热降火、防
治瘟病。

“屠苏”“椒柏”——古人过年最青睐的两种佳酿

宋代喝“屠苏”饮“椒柏”除百病“辟疫疠”

宋代，人们的过年食俗与隋唐并无多大变化，但宋代城里人
过年时的消费形式出现了新风尚。这种新风尚，就是现代流
行的过年“下馆子”，喜欢在饭店吃年夜饭。

宋代过年的喝酒之风大概是历朝中最浓的，时人即使再穷，
过新年也要有酒喝。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一)“正
月”条有这样的文字： “家家饮宴，笑语喧哗。”宋代把酒
当饮料来喝，故将喝酒称为“饮酒”，当然这种酒不会是高
浓度的白酒，而是酒精含量较低的屠苏酒饮，“世俗皆饮屠
苏酒，自幼及长。”

屠苏酒，是中国过年时喝得最多的一种酒，它实是一种药酒，
可防治瘟疫。南朝梁人沈约《俗说》中称：“屠苏，草庵之
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遣闾里药一剂，令井中浸
之，至元旦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
其方者，亦不知其人姓名，但名屠苏而已。”正月初一喝屠



苏酒风俗，就是在魏晋时期形成的。

与以前朝代不同，宋代过年喝屠苏酒已不满足于在家里喝，
有条件的人一改老习惯，而选择下馆子，出去消费。在正月
初一这天，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异常热闹，以赌博形式进
行物品交易的'“关扑”活动十分受民间欢迎，街头酒店生意
自然也最好做，酒馆里客人多多。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卷六)“正月”条记载，正月初一这天晚上，“贵家妇女纵
赏关赌，入场观看，入市店馆宴，惯习成风，不相笑励。”

除了喝屠苏酒，椒花酒也是宋人喜欢的酒水。椒花酒又
叫“椒柏酒”，其历史与屠苏酒一样悠久，也是魏晋人过年
时喝开的。魏晋人认为，椒为玉衡星之精，吃了能使人年轻;
柏则是一种仙药，吃了能除百病。所以，用这两种东西泡出
来的酒，自然受到古人的青睐。

宋代人也特别迷信椒花酒的保健功能。宋人赵彦卫《云麓漫
钞》中称，椒花酒“元旦饮之，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除夕
以椒三七粒、柏叶七枝浸酒一瓶”。

古人过年时喝椒花酒还十分讲究顺序，不像现代一样从年长
者喝起，先敬老人，而是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即年龄最小的
先饮，年龄最大的后饮。古人认为，孩子增一岁，渐趋成熟;
老人失去一岁，日趋老迈，故须先祝少年人健康成长，再祝
老年人健康长寿。

煮饽饽——古人过年不可或缺的一种美食

明清时期“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

现代的过年习俗其实是在明代时定型的，最典型的是正月初
一吃饺子的食俗，就是明代人吃出来的——饺子，也成为明
代以后中国古人过年时最喜欢吃的面食。



饺子是中国一道著名的速食面点，其出现历史比较早，最初叫
“饼饵”，传说是东汉名医张仲景发明的，他将药包进面皮
子里，煮熟后连汤带水，让病人一起服用，这就是民间传说
的张仲景“祛寒娇耳汤”。

到三国时，有一种“月牙馄饨”与今天的饺子外观一样，也
被视为水饺。在唐代，饺子则被称为“牢丸”，如果是水煮
的叫“汤中牢丸”，蒸饺则叫“笼上牢丸”。

饺子的历史虽然这么长，但吃饺子这一过年食俗，到了明代
才盛行。我查了《中国饮食史》《中国风俗通史》，在明以
前均不见大年初一吃饺子的食俗。

明代又称饺子为“扁食”“粉角”“水饺子”“蒸面饺”等，
概因熟化的方式不同。明人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了明代人
过新年风俗：“岁时元旦拜年：晨起当家者，率妻孥，罗拜
天地，拜祖祢，作扁食，奉长上为寿。”

明朝时，宫里还把饺子称为“水点心”。刘若愚《明宫
史》“正月”条记载：“正月初一日五更起，焚香放纸
炮……饮椒柏酒，吃水点心，即‘扁食’也。”

现代一些人家有在饺馅中塞金属钱币，以占卜家庭成员新年
财运的风俗，也是明代形成的。明代嘉靖山西《曲沃志》中
便有这样的记载，“二日制扁食包金，邀婿争福。”

到了清代，大年初一吃饺子这一食俗进一步巩固。富察敦崇
《燕京岁时记》“元旦”条记载：“是日，无论贫富贵贱，
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
富贵之家，暗以金银小锞及宝石等藏之饽饽中，以卜顺利。
家人食得者，则终岁大吉。”

此外，明宫还有一种特殊的食俗，在大年初一有吃驴肉“嚼
鬼”的说法。《明宫史》称：“又骗头肉，亦以小盒盛之，



名曰‘嚼鬼’，以俗称驴为鬼也。”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四

天您忙得欢,兢兢业业带头干,未雨绸缪累心肝,只为大家多赚
钱,喝水不忘打井人,春节向您拜个年,祝您羊年身体健,带领
我们永向前!

值此春节来临之际,恭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美满,阖
家欢乐!愿你在今后的日子里烦恼少一点,直到消失,幸福多一
点,直到永远!

鞭炮声声报春到,春节到来人欢笑不远万里路迢迢,一路奔波
回家早父母亲人身边绕,其乐融融滋味好愿你春节家团圆,快
快乐乐无昏晓!

朵朵烟花将吉祥炫丽;杯杯美酒将幸福沉醉;颗颗水饺将如意
包裹,声声祝福将快乐传递,春节到,愿你大吉大利,好运当头,
合家美满!春节快乐!

晚上笑一笑睡个美满觉,早晨笑一笑全天有情调,工作之余笑
一笑满堂欢喜又热闹,烦恼之时笑一笑一切烦恼全忘掉祝笑口
常开,新年快乐!

祝福你：新年大吉，一如既往，二人同心，三口之家，四季
欢唱，五福临门，六六顺意，七喜来财，八方鸿运，九九吉
祥，十分美满!

亲爱的,在新的一年里,你一定会很幸福相信我,这不止是我对
你的祝福,更是我对你的承诺你脸上的笑容,是我一生的追求
记得,我一直都在。

在新年即将来临时，送你旺旺大礼包：一送你摇钱树，二送
你贵人扶，三送你工作好，四送你没烦恼，五送你钱满箱，



六送你永安康!

千里之遥，我站在僻静的窗台旁，透过新年的氛围，遥望过
去。时间凝固了，而你是这风景上灿烂的亮点，我用心在这
幅画上题写祝福。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五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听说过或者使用过手抄报吧，手
抄报对全面落实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创造精神的
人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手抄报的类型多样，你所见过的手
抄报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三年级的植树节手抄
报内容，欢迎阅读与收藏。

“植树节”是一些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以宣传森林效益，
并动员群众参加造林为活动内容的节日。按时间长短可分为
植树日、植树周或植树月，总称植树节。通过这种活动，激
发人们爱林、造林的感情，提高人们对森林功用的认识，促
进国土绿化，达到爱林护林和扩大森林资源、改善生态环境
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全民植树而规定的节日。1979年2月23日，
我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仍以3月12
日为中国的植树节，以鼓励全国各族人民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3月12日是我国自己的植树节日，同时这一天也是孙中山逝世
纪念日。孙中山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林业建设，在他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时，就设立了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
林业行政事务。1914年11月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
林法》，1915年7月，政府又规定将每年的"清明节"定为植树
节。 1979年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根据国
务院的提议，通过了将3月12日定为我国植树节的决议，这项
决议的意义在于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植树造林，加快绿化
祖国和各项林业建设的步伐。将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之日定



为我国植树节，也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象征
孙中山先生生前未能实现的遗愿将在新中国实现并且要实现
得更好。

植树造林不仅可以绿化和美化家园，同时还可以起到扩大山
林资源、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田、调节气候、促进经济发
展等作用，是一项利于当代、造福子孙的宏伟工程。为了保
护林业资源，美化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
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设立了植树节。随着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
增强，并积极投身植树造林活动，我们人类生存的环境将会
得到不断的改善。

利叶斯·斯特林·莫尔顿提议在内布拉斯加州规定植树节，
动员人民有计划地植树造林。当时州农业局通过决议采纳了
这一提议，并由州长亲自规定今后每年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三
为植树节。这一决定做出后，当年就植树上百万棵。此后
的16年间，又先后植树6亿棵，终于使内布拉斯加州10万公顷
的荒野变成了茂密的森林。为了表彰莫尔顿的功绩，1885年
州议会正式规定以莫尔顿先生的生日4月22日为每年的植树节，
并放假一天。

在美国，植树节是一个州定节日，没有全国统一规定的日期。
但是每年4、5月间，美国各州都要组织植树节活动。例如，
罗德艾兰州规定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为植树节，并放假
一天。其他各州有的是固定日期，也有的是每年由州长或州
的其他政府部门临时决定植树节日期。每当植树节到来，以
学生为主的社会各界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植树大军，投入植
树活动。

据统计。美国有1/3的地区为森林树木所覆盖，这个成果同植
树节是分不开的。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至今已有50多个国家设立了植树节。
由于各国国情和地理位置不同，植树节在各国的称呼和时间



也不相同：日本称为"树木节"和"绿化周"；以色列称"树木的
新年日"；缅甸称为"植树月"；南斯拉夫称为"植树周"；冰岛
称为"学生植树日"；印度称为"全国植树节"；法国称为全国
树木日"；加拿大称为"森林周"。

1、红花绿柳虽禁得住风吹雨打，细枝嫩叶又怎奈到手脚残害。

2、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植下一棵树，收成万点绿。

3、种树节，你也来奉献本人的一份力气，让地球长出漂亮的
头发来！

4、双木成林染尽江山，独苗虽绿怎抵风沙。

5、清明时节雨纷纷，种树造林正当劲。

6、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7、村上无树锅不开，四方绿化沙不来。

8、种树造林，造福后辈。

9、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0、珍爱绿色，珍爱我们共有的家园。

11、种树造林，利在当今，功在千秋。

12、树木是拦阻风沙的卫士，假如不想让世界成为沙漠，那
么就种树吧！

13、万里长城抵御外敌，绿色长城造福人类。

14、放下千斤斧，快去勤种树！



15、绿满校园怡人心，花开遍地笑常存。

16、保树盖荒山，不愁吃和穿。

17、地球的保护伞——森林，失去它就带来无限的灾害。

18、种树节，给地球一点颜色，一起动起来哦！

19、爱林、造林，增进领土绿化，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
环境。

20、要想富，多栽树。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六

元稹喜欢“萌”粽子 陆游爱办派对吃粽子

诗人和吃货是两个并不矛盾的词，在我国古代，越是文化人，
就越讲究吃。文人们端午吃粽子就是一个明证，比如说，那
粽叶非得是太湖里的，那糯米非得黄河边上的才好……古人
吃粽子，花样繁多。像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就是写“白头宫
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那位，他诗风婉约，喜欢的粽子也很
精小。元稹有诗“绿粽新菱实，金丸小木奴。”可见他对那
种小如初生绿菱的`“迷你卖萌”粽子情有独钟。

不过苏东坡的口味却又不同：“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
得杨梅”，说明对以蜜饯为馅的粽子赞不绝口。而清代林苏
门的“一串穿成粽，名传角黍通。豚蒸和粳米，白腻透纤红。
细箬轻轻裹，浓香粒粒融。兰江腌酺贵，知味易牙同。”则
暴露了他对火腿粽子的心心念念。

挂艾叶菖蒲：在端午节，家家都以菖蒲、艾叶、榴花、蒜头、
龙船花，制成人形称为艾人。将艾叶悬于堂中，剪为虎形或



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妇人争相佩戴，以僻邪驱瘴。用菖
蒲作剑，插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

赛龙舟：当时楚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死去，于是有许多人划
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是为
龙舟竞渡之起源，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
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竞渡之习，盛行
于吴、越、楚。清乾隆二十九年台湾开始有龙舟竞渡，当时
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
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香港有竞渡，近来英国
人也有仿效我国人作法，组织鬼佬队，进行竞赛活动。

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
以祭祀屈原，唯恐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
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

饮雄黄酒：此种习俗，在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家很盛行。

游百病：此种习俗，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
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
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
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七

昨天，我们没有汽车。但是今天我们有。昨天，我们没有电
视机。但是今天我们有。昨天我们没有电脑。但是今天我们
有。在数百年的时间里，世界变化得多么快！那真是一个神
话。

虽然新世界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生活，但它也带来了更多的



问题。例如，人口、资源、环境等。

我们知道世界人口增长越来越快。现在已经超过60亿了。这
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我们可以说世界人口的数量就像宇宙
中恒星的数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

作为第二个问题，现在世界上缺乏资源。在日常生活中，我
们需要水、石油、煤和其他东西。日复一日，资源消失得很
快。它们不会出现。因为它们大多数都不是可再生资源。

第三个问题是环境。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天气越来越热。这
意味着我们严重污染环境。我们的汽车使空气变脏。旧电池
使土壤有毒。废水使净水变脏。所以我们没有新鲜空气、肥
沃的土壤和纯净水。哦，不。停止污染！

现在我们人类应该面对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多想想我们的地
球母亲。记住我们没有另一个地球！

三年级手抄报阅读内容简单篇八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元宵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
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
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

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
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
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元宵节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



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
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
中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
悬。”

宋代更重视元宵节，赏灯活动更加热闹，赏灯活动要进行5天，
灯的样式也更丰富。明代要连续赏灯10天，这是中国最长的
灯节了。清代赏灯活动虽然只有3天，但是赏灯活动规模很大，
盛况空前，除燃灯之外，还放烟花助兴。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
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
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
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
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民间过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元宵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
带馅。馅有豆沙、白糖、山楂、各类果料等，食用时煮、煎、
蒸、炸皆可。起初，人们把这种食物叫“浮圆子”,后来又
叫“汤团”或“汤圆”,这些名称“团圆”字音相近，取团圆
之意，象征全家人团团圆圆，和睦幸福，人们也以此怀念离
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

一些地方的元宵节还有“走百病”的习俗，又称“烤百
病”“散百病”,参与者多为妇女，他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
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

随着时间的推移，元宵节的活动越来越多，不少地方节庆时
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
等传统民俗表演。这个传承已有两千多年的传统节日，不仅
盛行于海峡两岸，就是在海外华人的聚居区也年年欢庆不衰。

传说一：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只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
却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 后十分震怒，



就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类通通烧死。
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
的危险，把这 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有
如头上响了一个焦雷。吓得 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好久，
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法子，他说：“在正 月十四、十五、十
六日这三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挂起红灯笼、点爆竹、 放烟
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大家听了
都点头称 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天
兵往下一看，发觉人间 一片红光，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
就禀告天帝不用下凡放火了。人们就 这样保住了生命及财产。
为了纪念这次的成功，从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 户户都悬挂
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日子。

传说二：则和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
东方朔，他的个性既善良又风趣。如果宫 里有谁得罪了汉武
帝，总要靠东方朔来讲情。有一天冬天，下了几天大雪 ，汉
武帝觉得有点无聊，东方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
进园门， 就发现有个宫女泪流满面的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
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 自杀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
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 她进宫以后，就再没和
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 加的思念
家人。她想，既然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还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 才来投井。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非常的同情她，就向
她保证，一定设法 让她和家人团聚。这一天，东方朔出宫后，
便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 。不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
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的签语。
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个大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 办法。
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
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你们若看到一个
骑粉色银驴的红衣姑'娘，马上跪地哀求。那姑娘便说：“我
是领旨来烧长安的。玉帝还要站在 南天门上观看。既承父老
求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
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
送 到皇宫去禀报皇上。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



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六天火，焰红宵夜”。汉武
帝一看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 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
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圆，宫 中的元宵不
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做汤圆。万岁焚香上
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
一起在十六晚 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
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 此外，通知城外百姓，十六晚上进
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武帝 听后，十分高兴，就
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到了正月十六日长安城里张 灯结
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
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
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双亲、妹妹团聚
了。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 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
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 月十六照样
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
元宵，这天叫做元宵节。

传说三：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之子刘盈登基为汉惠帝.惠帝
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落再吕后手中.汉惠帝病死后
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变成了吕氏天下，朝中老臣，刘氏
宗室深感愤慨，但都惧怕吕后残暴而敢怒不敢言。

吕后病死后，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伤害和排挤.于是，在上
将军吕禄家中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夺取刘氏
江山。

此事传至刘氏宗室齐王刘囊耳中，刘囊为保刘氏江山，决定
起兵讨伐诸吕随后与开国老臣周勃，陈平取得联系，设计解
除了吕禄，"诸吕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

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
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
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
正月十五便成了一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农历正月十五夜，是我国民间传统的元宵节，又称上元节，
灯节。正月十五闹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
又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
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元宵节赏灯的习俗始于汉朝。隋唐时发展成盛大的灯市。到
宋元时期，京都灯市常常绵延数十里。灯会的时间，汉朝只
限于正月十五一夜，唐玄宗延长到三夜，到明朝规定从正月
初八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七。唐朝灯会中出现了杂耍技艺，宋
代开始有灯谜。明朝有增加了戏曲表演。灯市所用的彩灯，
也演绎出 “橘灯 ”、 “绢灯 ”、 “五彩羊皮灯 ”、
“无骨麦秸灯”、“走马灯”、“孔明灯”等等。始于南宋
的灯谜，生动活泼，饶有风趣。经过历代发展创造，至今仍
在使用的谜格有粉底格、秋千格、卷帘格、白头格、徐妃格、
求凤格等一百余种，大多有限定的格式和奇巧的要求，巧立
名目，妙意横生。

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始于宋朝。意在祝福全家团圆和睦，在
新的一年中康乐幸福。元宵分实心和带馅两种。有香辣甜酸
咸五味。可以煮、炒、油炸或蒸制。桂花酒酿元宵、以肉馅、
豆沙、芝麻、桂花、果仁制成的五味元宵以及用葱、芥、蒜、
韭、姜制成的象征勤劳、长久、向上的五辛元宵都各有特色。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
汉文帝(前179—前157年)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之
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
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
叫元宵。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
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
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
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
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吃汤圆

吃“汤圆”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习俗。汤圆，又名“汤团”、
“元宵”。吃汤圆的风俗始于宋代，当时的汤圆称“浮圆
子”，亦称“汤圆子”、“ 乳糖圆子”、“汤丸”、“汤
团”，生意人则美其名日：“元宝”。宋元元初时，汤圆已
成为元宵节的应节食品，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元宵”。

如今，北方叫元宵，南方称汤圆。元宵依馅论，分有馅和无
馅两种，有馅元宵又有咸、甜、荤、素之分;按制作方法分，
有手中搓制、元宵机制和竹匾水滚等诸种;按粉制区别，则有
糯米面、高梁米面等。

猜灯谜

玩灯是元宵节的一个重要项目。灯谜是元宵灯节派生出来的
一种文字游戏，也叫灯虎。将谜面贴在花灯上供人猜射，谜
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并有谜格24种，常用的有卷帘、秋千、
求凤等格，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中国最大的一次
灯谜盛会是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九城市灯谜会猜”，设有
灯谜上万条，3天里参加的人次达两万多人。

赏花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
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
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
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
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
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
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



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
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
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
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
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
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
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
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
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
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
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
游走，好生男孩)。

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我国古
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
《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
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
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
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

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高跷分高
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据古籍中记载，古代
的高跷皆属木制，在刨好的木棒中部做一支撑点，以便放脚，
然后再用绳索缚于腿部。

表演者脚踩高跷，可以作舞剑、劈叉、跳凳、过桌子、扭秧



歌等动作。北方的高跷秧歌中，扮演的人物有渔翁、媒婆、
傻公子、小二哥、道姑、和尚等。

表演者扮相滑稽，能唤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南方的高跷，扮
演的多是戏曲中的角色，关公、张飞、吕洞宾、何仙姑、张
生、红娘、济公、神仙、小丑皆有。他们边演边唱，生动活
泼，逗笑取乐，如履平地。

据说踩高跷这种形式，原来是古代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为
食，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跷技活动。

舞狮子

舞狮子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
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国时期，南北朝
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据传说，它最早是
从西域传入的，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
舞狮子的活动也输入中国。狮子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
和孔雀等一同带回的贡品。而狮舞的技艺却是引自西凉
的“假面戏”，也有人认为狮舞是五世纪时产生于军队，后
来传入民间的。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今天已很难判断其是
非。

不过，唐代时狮舞已成为盛行于宫廷、军旅、民间的一项活
动。唐段安节《乐府杂寻》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
各衣五色，每一狮子，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
拂子，谓之狮子郎，舞太平乐曲。”诗人白居易《西凉伎》
诗中对此有生动的描绘：“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
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如从流沙来万里。”诗中描述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

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表演风格。
北派狮舞以表演“武狮”为主，即魏武帝钦定的北魏“瑞
狮”。小狮一人舞，大狮由双人舞，一人站立舞狮头，一人



弯腰舞狮身和狮尾。

舞狮人全身披包狮被，下穿和狮身相同毛色的绿狮裤和金爪
蹄靴，人们无法辨认舞狮人的形体，它的外形和真狮极为相
似。

引狮人以古代武士装扮，手握旋转绣球，配以京锣、鼓钹、
逗引瑞狮。狮子在“狮子郎”的引导下，表演腾翻、扑跌、
跳跃、登高、朝拜等技巧，并有走梅花桩、窜桌子、踩滚球
等高难度动作。

南派狮舞以表演“文狮”为主，表演时讲究表情，有搔痒、
抖毛、舔毛等动作，惟妙惟肖，逗人喜爱，也有难度较大的
吐球等技巧。南狮以广东为中心，并风行于港澳，东南亚侨
乡。南狮虽也是双人舞，但舞狮人下穿灯笼裤，上面仅仅披
着一块彩色的狮被而舞。和北狮不同的是“狮子郎”头戴大
头佛面具，身穿长袍，腰束彩带，手握葵扇而逗引狮子，以
此舞出各种优美的招式，动作滑稽风趣。南狮流派众多，有
清远、英德的“鸡公狮”，广州、佛山的“大头狮”，高鹤、
中山的“鸭嘴狮”，东莞的“麒麟狮”等。

南狮除外形不同外，尚有性格不同。白须狮舞法幅度不宽、
花色品种不多，但沉着刚健，威严有力，民间称为“刘备
狮”。黑须红面狮，人称“关公狮”，舞姿勇猛而雄伟，气
概非凡。灰白胡须狮，动作粗犷好战，俗称“张飞狮”。狮
子为百兽之尊，形象雄伟俊武，给人以威严、勇猛之感。

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保佑
人畜平安。所以人们逐渐形成了在元宵节时及其他重大活动
里舞狮子的习俗，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