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优
秀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呢？
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

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篇一

近年来，由于救人者缺乏安全急救知识而导致病人死亡的事
故时有发生。为提高聊城市民的安全急救能力，避免此类意
外事故的发生，春节期间，社体部志愿者来到聊城市龙湾运
河旁边，向来此晨练、游玩的市民宣传安全急救知识。

在此次寒假社会实践小组组长吴明东同学带领下，志愿者们
来到龙湾运河。看到很多在此晨练、散步的市民，热情的同
学们给予了他们亲切的问候。接下来，志愿者们询问这些市
民们是否有过救人及被救经历。其中，有一名老年人表示以
前见过有人救一名溺水者。这位老人说：“当时情况比较危
急，幸亏那个小伙子懂得救人方法，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老人也感慨的说：“救人方法很重要啊！”

志愿者们接着向这些市民讲述了安全急救知识的重要意义及
缺乏此类知识可能造成的后果。接下来，同学们现场演示对
于溺水、昏厥、意外伤害等突发事故的科学处理方法。志愿
者们一边演示，一边讲解，特别指出一些人们容易犯的错误
并给予纠正。市民们都认真听了同学们的讲解，并根据自己
的经验给予了补充。有的市民也现场模拟学习了救人方法。
志愿者们与市民们边讨论边交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次社会实践活动，拉近了志愿者们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增
强了大学生与社会的联系。同时。市民们对志愿者们的到来



也表示欢迎与感谢。有的市民说：“十分感谢你们这些孩子，
你们教的这些安全急救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篇二

系部名称：

专业：

年级：

班级：

姓名：

学号：

实践地点：实践时间：

1、熟悉调查的过程，掌握学习方法，了解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
(最具文化内涵、传统魅力和凝聚力的春节)，有利于提高自
身的文化素质好爱国主义精神。

2、将成果广而告之，一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并
做好宣传，动员全民弘扬民族文化。

主要采用上网调查、个别采访。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的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
酿造的醇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
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
化功能：

一、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



二、祭祀，缅怀祖宗之德，继承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
祈盼人生幸福;

三、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
人定位，担负社会职责;

四、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宣泄情感之
波，体味人生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蕴藏厚重的含金
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传
统文化的积淀是历千年而不变的，春节固定的风俗习惯，有
许多还相传至今。

腊月开始办年货：

据中国传统，踏入腊月，已适宜办年货，除了买腊味、糖果
外，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苹果大吉代表平安大吉，橘子代表
团聚。

年二十四谢灶：

在灶头放齐贡品后，便焚香敬拜，心中祈求来年衣食丰足暨
身体健康，之后烧衣及撒酒，最好将一些汤丸放在灶上，或
将麦芽糖涂放在灶君碑的金漆字上，效果会更佳。

年二十八洗邋遢：

年二十八是清理家居的好时机，中国传统来说，这天一家人
都要大扫除，祈求将往年的霉运及不如意通通扫走，而自身
亦要洁净，据说这样做便可以消灾祛病。

年三十晚上送年：



年三十晚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具有感恩和团圆的寓意。
晚上一家聚首一堂吃团圆饭，都有鸡，有鱼，有菜，吃的丰
富是年夜饭的特色。吃菜时，要由头吃到尾，代表长长久久，
吃鱼则要故意吃剩一些，代表年年有余。

吃过年夜饭之后，长辈要发压岁钱，根据古时的民间习俗，
用红线穿好的一百个铜钱，具有长命百岁的意思，而现在就
用货币代替(钱一定是偶数，以求大吉大利)。除夕夜人们大
多守岁到天亮，为的是祈求双亲长寿。到子夜十二点整，开
始放爆竹，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正月初一宜祭祖：

年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习俗。在祖先排位上放一些糖冬瓜、
花生糖及生果等。跟着一家人烧香诚心祭拜及烧衣。祭祖完
毕后，晚辈向长辈拜年，拱手互相恭贺。此外，年初一不可
扫地倒垃圾，相传这样会送走财气，一些不吉利的话亦不能
说，否则这年会不好运，亦尽量不要打碎碗碟，如果真的不
小心打碎了，就是例如碎碎(岁岁)平安，落地开花，富贵荣
华)等好兆头的话。

初二妇女返娘家拜年：

初二是出嫁女回娘家的日子，相传年初一回娘家，会令娘家
变穷，所以要初二才返回。此外，返娘你家拜年不能空手，
必须准备一些贺礼，如糖果或生果等。

年初三赤口：

各人留在家中，不出外团拜，恐防招口舌是非。

年初四接财神：

话说年二十四送神返天庭，年初四则是诸天神由天界返人间



之时，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则在初四下午才接。
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备齐。并要焚香点烛烧金衣，
以欢迎诸神回人间。

另外，还有扫尘：除陈布新把一切穷运晦气通通都扫出门，
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祷。

贴春联：将春联贴在门口，贴够八张，代表由头发到尾。

帖窗花：在窗上帖各种剪纸——窗花，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
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挂年画：寄托人们喜
庆美好的愿望。

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
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迎接这个日子，念一遍寄托新年美好愿望
的句子，这时“福倒了”真的“福到了”!希望在城市里生活
久了的人们在加快生活节奏中还能记得这个宝贵的传统文化，
并将它传承下去。

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篇三

在惊喜与迷惘中，一学期的大学生生活悄悄滑过，半年的大
学生活让我对社会实践充满无限热情和向往。于是，在结束
上学期的全部课程之后，我开始奔走于商业街的各种大大小
小的店面，想给我的社会实践找一个可靠的落脚点。时值寒
假，春节将至，各大商场，卖场都在筹备促销活动，于是促
销员便成为我的首选。

带着各种证件及一颗激动的心情，在商业街的小道上穿行，
终于通过重重面试，应聘上了中国网通青岛路分店的促销员，
当时的感觉妙不可言，毫不夸张的说，我当时想四年后大学
毕业，应聘上高薪工作的感觉也就如此了吧！中学时期，虽
然参加过社会实践，但那如同中国的应试教育，呆板，枯燥，
无味，只能在老师的带领下寻规蹈矩，丝毫没有自由发挥可



言，走进大学才有了自己的畅想和创意，才能真正去锻炼自
己，挖掘自己，从而提高自己！在这次为期只有两周的社会
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虽然时间不长，却让我对自
己有了全新的认识，对社会有了一定了解。

当然，这次知识一名临时促销员，没有专业知识还可以原谅，
但是如果作为网通员工，对顾客的疑问作不出专业回答，那
显然不是意见小事，可能就得做好被炒的准备了，为了能更
好的接纳这份工作，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我参加
了临时促销员的培训，了解了一些基本知识。

没有工作技巧

恒心和毅力

如果工作是娱乐活动，能够不停地变化，那么工作的人都在
享受生活，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每天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
渐渐也失去了热情，做为一名临促，每天要站柜台将近12小
时，慢慢地有些厌烦，将工作坚持到底，恒心和毅力便变的
犹为重要，我从一开始的期盼上班变成了期盼下班，从一开
始的主动热情变成了应付了事，不管怎样，在自己不断加油
和坚持下，终于完成了我的实践活动。

当然，实践活动的视角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我的层面，通过这
次实践活动，我更亲密的接触了社会。从手机的更新换代看
出了社会的日新月异，手机含概功能越来越多，外型设计越
来越时尚美观，而且趋向智能化。而透过消费者又能看出人
民生活水平，消费水平都在不断提升，社会科技发展又在提
倡人文科技，追求着绿色发展。以消费者作为一个样本，进
行抽样调查，我发现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也透漏
出xx大之后，提出的继续推进"三农"成功在望，人民思想道
德素质也上升到新层面，小眼看世界，也看出了社会的进步
与文明，小事情也反映出社会大问题。通过对手机的了解，
也看到了中国手机行业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产品



在市面上价格很低，但销售量并不高，消费者反映国产手机
不耐用，这就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希望国产品牌在追求时尚
的同时注重质量，在不久后的销售量排行榜上，看到咱们中
国品牌。

一次经历便是一份财富，一种体验边有一种感受，xx年的钟声
敲响，新一学期又紧接而来，我将走上新的征程，通过这次
实践，我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了新的规划，这次实践活动增
强了我的社会责任感，团结合作精神，让我了解了社会，同
时锻炼了自己，相信在以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它将是
我的一份教本指引我驶向成功！

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篇四

为了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激发学
习兴趣，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我
们组成员于1月15日至2月6日期间结合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
在辽宁朝阳，盘锦等地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春节节日
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

在开展活动之前，我们调查了传统节日新春佳节我们市区乡
村的饮食文化习俗、乡村的文化娱乐及传统活动。在调查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的文化习俗时，通过在自己家过年，上街走
访、询问、观察，向老人们了解，通过书籍网络，实地考察
等进行调查。采取先农村后城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
我们发现我们的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也特别多。

春节是中国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它标志农历旧的一年结
束，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
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因此春节的习俗也多种多样，
有贴春联、贴挂钱儿、放鞭炮、守岁、吃饺子、给压岁钱、
跑黄河、闹花灯等等。有民谣道出了过年的习俗：二十三，
送灶王；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
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满街走。但是不同的地区过年的
习俗也不同。

（1）小年祭灶：在辽宁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农村，在腊月二
十三这天过小年要祭灶。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
到”。这样做就是希望“灶王爷”保佑全家平安。祭灶时用
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糖制成，甜中略带
些酸味儿，很粘牙。

（2）扫尘：在腊月二十四这天，人们会将房间打扫干净，为
一年最大的一次大扫除，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
扫出门，也叫除旧迎新，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3）春节前的准备：

置办年货：在农村，人们会热热闹闹的赶大集，采购春节用
品，会在集市上给孩子买新衣服，买鞭炮，买菜等。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最好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
一是喜庆，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
时候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
卖猪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而锅不够之备，所以
要提前蒸几锅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
的，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即指此，也称二十九把油
走，意指做油炸食品。

（4）贴春联、挂钱儿：在朝阳的农村，不仅要贴春联，也要
贴挂钱儿，其含义是辞旧迎新，期冀度过和和睦睦的除夕之
夜，迎来甜甜美美的新春佳节，也暗藏着每个家庭对新一年
的期待，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5）贴窗花、挂年画、贴福字：每逢新春佳节，无论城里还



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小
的“福”字，在窗户上贴上窗花，贴窗花显示出了喜庆的.节
日气氛，贴福字代表“幸福”、“福气”、“福运”的到来。

（6）祭神祭祖：在朝阳的农村，春节时，祭祖是很重要的，
有传下家谱的就要给祖宗供奉丰盛的祭品、上香，全家男丁
都要祭拜，也有在除夕之夜烧纸送“钱”祭祖，祭祖一般要
到初三结束，在结束前女婿是不允许看丈母娘家的家谱的。

（7）年午饭与年夜饭：在朝阳市建平县一些偏远的农村，年
午饭是很重要的一顿饭，年午饭的菜数和菜式都有很严格的
规定，年午饭会很丰盛但必须有鸡和鱼，代表着年年有余和
大吉大利。吃完年午饭之后就会换上新衣服，等家族的长辈
请完年之后就会准备年夜饭，年夜饭主要是肉馅的饺子，还
要在饺子里放一个一角钱的硬币，看谁能吃到，谁吃到了就
会财源广进，其实谁吃到了都是一家人的福气。一般年夜饭
是等在零点之后，放完鞭炮才开始吃的。

（8）守岁与放鞭炮：守岁是在准备年夜饭开始的，一直到零
点吃完饺子才可以睡觉，在这期间可以看春晚，还可以吃一
些代表平安的苹果，糖果，瓜子等。在零时的钟声敲响时，
就准备放鞭炮了，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节目了，放鞭炮创造
了一种喜庆的气氛，给人们带来了欢愉和吉利。

（9）拜年：年夜饭吃完后孩子要给长辈拜年，给爸妈、爷爷
奶奶、叔叔伯伯磕头，然后大人准备红包，成年人也要给父
母拜年，祝福老人长寿、健康。然后就是从初一开始要带上
礼物给亲朋好友等等挨家挨户拜年，要很多天。一般已婚男
子携全家除夕、初一要在父母家过年，初二要到岳父家拜年。
也有“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庭、初三初四拜丈人”之说。

（10）“破五”：“破五”要吃饺子，承载了人们期盼吉利、
幸福的寓意。清晨起，家家户户放鞭炮，尤其是放“二踢
脚”被称作“崩穷”，把“晦气”、“穷气”从家中崩走。



（11）扭秧歌、看大戏：在辽宁建平县朱碌科镇，初六开始
就有秧歌可看了，有高跷，打花棍，跄驴等形式，秧歌队欢
快活泼的唢呐声、锣鼓声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中回荡，有
扮演西游记里的师徒四人，年画上常见的公子和丫鬟等，此
外还有舞龙舞狮。等到晚上就有皮影戏可看了，皮影戏是用
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做成的.影人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
演员在白色幕布后操纵影人，配以戏曲及对话形式。由于评
剧是辽宁建平县的特色，多半都是用评剧唱出来的。

（12）元宵节：正月十五这一天家家户户会围在一起吃元宵
或者汤圆，在朝阳建平县喀喇沁镇会有撒路灯的习俗，而朱
碌科镇会有跑黄河等习俗，这一天，大街小巷都会很热闹，
在城市会有闹花灯，猜灯谜，赏月，燃灯放焰等活动，在辽
宁盘锦在每年的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都举办为期三天的大型
灯展，每个单位会出至少一个声色光俱全的大型灯盏，今年
在辽宁盘锦市大洼县展出了一座冰灯，正月十五，人们通过
热闹的方式期冀了美好的祝愿。

春节，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共同的习俗外各个地方也有自己的
地域色彩。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传统民间习俗问题的争论
不少。有人认为应该移风易俗，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
反对者认为，如果把以前的习俗都改了，节日就会不像节日，
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人提出，如果一律不放鞭
炮，那么过年还像过年吗？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城市在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后，又改为有条件的开禁。

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喜好不一样，遇到具体事物时，个人会
有个人的选择和判断。对于传统习俗，我们不妨采取包容的
态度，允许大家保留各自的观点和做法。随着社会的发展，
当绝大多数人的认识趋于一般时，自然而然就实现了与时俱
进。如果不顾现实与民众心理，单凭理想就去推行所谓的新
政策、新观念，那会遭到群众抵制的。传统习俗的形式和内
容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但不管怎样都体现了现代人对
于幸福团圆的好日子的期盼。



这次社会实践是我们充分利用寒假时间以各种方式深入社会，
了解春节而展开形式多样的活动。通过这次寒假的社会实践，
我们组成员经过自己的调查研究，有关于春节的风俗习惯这
方面的知识收获很大，在实践的同时体验到了春节喜气洋洋
的气氛，也体会到了社会实践的不容易。不过，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能够促进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提高自身对经济和社会
发展现状的认识，实现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的更好的结合，
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深入群众，了解社会，增长才干使我们
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这次寒假的社会实践则恰恰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走出校园，踏上社会，展现自我的绚丽舞台，这也
为我们走向社会积累了宝贵的社会经验。

社会实践报告春节与文化传承篇五

调查目的：在春节期间，我国每个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庆
祝，作为一名中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的同时，更应了解这
丰富多采，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春节。

调查时间：xx年xx月xx日

调查地点：家中及周边

调查对象：家中及附近老人

调查方式：询问并记录

调查结果：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二十四
直到正月十五。

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祭灶扫尘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
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传说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就
一直留在家中，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汇报这一
家人的善行恶行。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到灶
房摆上桌子，向灶王爷敬香，供上甜品。举行过祭灶后，便



要扫尘，新春扫尘其用意是要把“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洗浴"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传统
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
备迎接来年的新春。

腊月三十贴门神贴春联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守岁年吃饺子放
爆竹给压岁钱

除夕是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有旧岁至此而除，
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过年都有贴门神春联的风俗。最初的
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门旁，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
门。春联原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大红纸上，有吉祥
避邪的意思，但守制要用白绿黄三色。贴福字、贴窗花、贴
年画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是我国的一种古老
的民间艺术。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
饭要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深夜，而饺子则是饭桌上必不可少
的，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在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
好，到半夜子时吃。当新年钟声敲响时，整个中华大地上爆
竹声震响天宇。下面就是给压岁钱，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节目
了。

拜年的形式

一是走亲戚的拜访。初一必须到长辈家，须带礼物。

二是礼节性的拜访。给同事朋友拜年，一般寒喧两句就要告
辞。

三是感谢性的拜访。一年来欠人家情，就要借拜年之机买些
礼物。

四是串门式的拜访。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见面彼此
说：“恭禧发财”另外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



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
致霉运。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圾。

正月初二祭财神

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番，
祭祀的供品用鱼和羊肉。

正月初五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说破五前诸多禁忌过此日皆可破。

过了正月十五，这一年的春节算是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