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清明节手抄报(大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
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清明节手抄报篇一

清明节有扫墓、踏青、植树、荡秋千、放风筝等习俗。虽因
各地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上或细节上的差异，各
地节日活动虽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共同基本
礼俗主题。

1、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

清明节本属“祭祖节”，是表达孝道的重要节日。而以祭祀
场所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墓祭、祠堂祭。清明节扫墓一般上
午进行，还要携带酒食果品，在墓前焚烧纸钱。为坟墓培新
土，叩头祭拜。

2、踏青

踏青又叫 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
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所以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
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4、荡秋千

秋千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
入中原地区，汉代以后，秋千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进
行的民间习俗活动并流传至今。

5、放风筝

放风筝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
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
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节手抄报篇二

新加坡华人也在庙宇里为死者立神主牌，庙宇因此也成了清
明祭祖的地方。

清明节当天有些人家也在家里拜祭祖先。

在清明节这一天，可到先人坟地、骨灰放置所或寺庙的灵位
前静默鞠躬。

不论以何种形式纪念，清明节最基本的仪式是到坟前、骨灰
放置处或灵位前追念祖先。为了使纪念祖先的仪式更有意义，
我们应让年轻一代的家庭成员了解先人过去的奋斗历史。

节日用联

春风重拂地；
佳节倍思亲。



燕子来时春社；
梨花落后清明。

三月光阴槐火换；
二分消息杏花知。

相逢马上纷桃雨；
喜见树前闹杏花。

清风明月本无价；
近水遥山皆有情。

槐火光阳春替换；
杏花消自雨传知。

睹物思亲常入梦；
训言在耳犹记心。

杏酪榆羹当来次第；
石泉槐火梦到赏时。

年年祭扫先人墓；
处处犹存长者风。

禁火今年逢节早；
飞花镇日为谁忙。

寒食雨传百五日；
花信风来廿四春。

春风已解千层雪；
后辈难忘先烈恩。

流水夕阳千古恨；
春风落日万人思。



春回大地九千万里寒食雨；
日暖神州二十四番花信风。

清明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手抄报篇三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扫墓活
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早清明，晚寒食）。
有些地方人士的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官吏回乡扫墓，时有
耽误职守的事，唐玄宗颁布政令解决假期的问题。

开始规定寒食节放假四天：“（开元）二十四年（736）二月
二十一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唐会要》卷八
十二），按大历十二年（777）诏令，唐朝衙门依例放假五天：
“自今以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贞元六年
（790），假日加到七天。

这样官员们可以从容地进行扫墓祭奠之事。由此可见，当时
寒食节已经成为唐朝一个很隆重的全国性节日。唐朝王冷然的
《寒食篇》中说：“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
即寒食节的重要程度超过了重阳节和年终蜡祭。



宋代的寒食节也放假七天。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
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
”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宋吕原明《岁时杂记》
说：“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
间以一百四日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
此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

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明定4月5日为国定假日清明节。2007
年12月7日，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清明节，放假1天
（农历清明当日），2008年，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
放假一天。2015年，又改为三天。2015年清明节假期为4月5
日至4月七日。

清明节手抄报篇四

寒食节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节日，传说是在春秋时代为纪念晋
国的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其实，从历史的实际来看，
禁火冷食主要反映了中国古人改火习俗的遗迹。原始社会，
先民们钻木取火，火种来之不易，取火的树种往往因季节变
化而不断变换，因此，改火与换取新火是古人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春三月正值改火的时节，人们在新火未到之时，要禁
止生火。汉代称寒食节为禁烟节，因为这天百姓人家不得举
火，到了晚上才由宫中点燃烛火，并将火种传至贵戚重臣家
中。

寒食节期间的习俗，主要有禁火冷食和后来成为清明节主要
内容的祭扫坟墓。

中国古人对祭祀祖先十分重视。上古时候，家中有人去世时，
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志，祭祀主要在宗庙进行。后来
在挖墓坑时还筑起坟丘，将祭祖安排在墓地，便有了物质上
的依托。战国时期，墓祭之风逐渐浓厚起来。



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更盛。据《汉书》记载，大臣严
延年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定期还乡祭扫墓地。在唐代，不论
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宗的仪节，由于
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还常常将扫墓延至清明。诗人们的
作品，也往往是寒食、清明并提，如韦应物有诗句说：“清
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白居易也有诗句说：“乌啼鹊噪
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朝廷鉴于民间寒食、清明并举
已相沿成习，就以官方文书的形式正式规定，清明到来时，
可以与寒食节一起放假。这项规定距今已经1200多年，说明
从那时起清明开始具有某种国家法定节日的色彩。

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
寒食节的地位。这不仅表上坟扫墓等仪式多在清明举行，就
连寒食节原有的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
清明节收归所有了。

清明节后来还吸收了另外一个较早出现的节日—上巳节的内
容。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初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
祓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闷的
冬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心理需要。晋代陆机有诗写到：“迟
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巳，濯秽游黄河。”即是
当时人们在上巳节祓禊、踏青的生动写照。

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在清明扫墓的同时，也伴之以踏青游乐
的活动。由于清明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余，顺
便在明媚的春光里骋足青青原野，也算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
的一种调剂方式吧。因此，清明节也被人们称作踏青节。秉
性贪玩的孩童，常常不满足于踏青游乐仅仅在清明举行一次，
诚如唐代大诗人王维诗句“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
巳”。

融汇了两个古老节日精华的清明节，终于在宋元时期形成一
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活动相融合
的传统节日。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制，清明节仍然坚持并发



展着其在春季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节的地位。民国时期，
清明节这天，除了原有的扫墓、踏青等习俗，植树也被确定
为常规项目，这实际上不过是对民间长期延续的植树风俗的
一个官方认定。

清明节手抄报篇五

中国有25个民族过清明节，虽然各地习俗不尽相同，但扫墓
祭祖、踏青郊游是基本主题。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
族、赫哲族、壮族、鄂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
黎族、水族、京族、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
的习俗。

台湾清明节

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一，所以清明节也因地而异，有
二月初二的，也有三月初三的。台湾的清明节是从前一年冬
至开始算起的第105天，台湾的漳州籍人清明节则是在农历三
月初三。台湾清明节习俗和闽南差不多，台湾客家人祭祖扫
墓的时间是从元宵节过后便开始，日期由每家自定，一直到
清明为止。

台湾民众的扫墓习俗，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祭扫，
仪式及祭祀的东西比较简单，大都只供一些米糕、粿类和糕
饼;二是修整祖墓，祭礼相当隆重，供祭的祭礼一般包括各种
祭礼品十二种蔬菜及粿类、糕饼等。扫墓时一定要在坟墓的
四周献置“墓纸”(用五色纸剪成长方形)每张纸压上小石头，
还得放一沓在墓碑上。这个仪式俗称“挂纸”，是献给祖先
的钱。如果是培墓即修整祖墓，全家人要围在坟墓四周吃红
蛋，蛋壳就撒在墓地上，含有新陈代谢、生生不息的吉祥意
思。扫墓的同时，也要祭拜长期站在一旁守护墓地及祖先安
灵的土地公(有一块小石碑)，一方面是慰劳，更有感恩图报
的意思。台湾还有一个特殊习俗，如果在这一年内家中有喜



事，扫墓时要整修坟墓，还得准备一个小红灯(油灯)点在墓
前，回家时再带回家，据说可招来更多的喜气和吉祥。

过去的台湾农村，每当扫完墓之后，都会有一群孩子前来讨
粿类，来的人愈多，表示这一家族日后将愈发达，主人们也
都乐意分送“发粿”或金钱给那些孩子们。

后因台湾墓地减少而实行骨灰塔，不少人把骨灰盒放置骨灰
塔上，每到清明则到骨灰塔去祭拜，也同样起祭拜祖先的作
用。由于人们观念的逐步改变，祭扫祖墓的仪式也省略了许
多。

清明节手抄报篇六

在现实的学习、工作中，大家一定没少看到经典的手抄报吧，
借助手抄报可以有效培养我们的动手动脑能力。手抄报的类
型有很多，你都知道吗？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清明节手
抄报设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每年农历七八月间举行，与我国北方有些地方每年农历七
月十五举行的“盂兰会”很相似。不同的是，日本更重视这
个节日，机关、团体、厂矿、企业都放假3天，有组织地进行
祭祀活动。在乡间活动更热闹，几乎家家户户都不例外，城
里人也返乡，到墓地祭祖。远离家乡的人能回来的也回来参
加，不能回来的也往往委托别人代自己祭奠。

叙利亚把每年初夏的5月6日定为“烈士节”，这是由政府规
定的法定节日，全国都十分重视，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要
举行纪念活动，向烈士碑敬花圈，为烈士墓扫墓，慰问烈士
家属。

波兰每年春天都要举行“亡人节”，即悼念已经逝世的人。
节日这一天，人们都去扫墓，为灵墓祭典，并点上烛灯。有



些人全家都到来，特别要带上孩子，年长者点燃烛灯，让孩
子敬献，表示纪念故人，以教育后代不忘祖先。

为悼念为国牺牲的烈士，把每年9月2日定为“哀思节”。每
到这一天，人们都到墓地献花扫墓。国家领导人也到陵园墓
地参加扫墓活动，到独立广场纪念碑献上花圈，以寄托对烈
士的哀思。

每年11月2日为墨西哥的“扫墓节”，家家为死去的人扫墓。
去时，准备特别的“亡人面包”、骷髅形糖块和已故亲人爱
吃的食物及烟酒，作为祭祀供品。举行仪式后，全家人在墓
前铺上布，席地而坐，点上蜡烛，边吃喝，边歌舞，作为守
灵，通宵达旦。但各地区扫墓的时间不同，有的地区在白天，
有的在晚上。

每年11月1日为法国“万灵节”。这一天，人们赶往墓地，祭
典故人，献上菊花，位于巴黎公墓不远的巴黎公社纪念碑和
十多个反法西斯纪念碑，凭吊者最多，献上的鲜花也最多。

9月1日，突尼斯全国扫墓日，又叫英雄节，用以纪念在独立
斗争中殉国的烈士。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5月30日 是美国大多数州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相传起于春秋时期晋文
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充饥”一事，后逐渐清明寒食合二为一。
唐代扫墓日期一般在绵山景区景点之一:母子石像寒食节，宋
后移到清明。传说中“寒食节”的起源地就在山西中部介休，
介休一名的来历即是为纪念介子推“割股充饥”而不图为报，
最终在此被大火烧山而亡，绵山所在地原叫“定阳”，被晋
文公更名为“介休”，意为介子推休息之地。现绵山已由当
地人民开发为著名旅游景区，其中一重要景点就是高大的介



子推母子石像，介子推成为当地人民效忠两全的人物的代表。

相传大禹治水后，人们就用“清明”之语庆贺水患已除，天
下太平。此时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
青的好时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开始，历代承袭成为习惯。
踏青除了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
种文娱活动，增添生活情趣。

清明节流行扫墓，其实扫墓乃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内容，
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一事。唐玄宗开元二十年诏
令天下，“寒食上墓”。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传
成清明扫墓了。明清时期，清明扫墓更为盛行。古时扫墓，
孩子们还常要放风筝。有的风筝上安有竹笛，经风一吹能发
出响声，犹如筝的声音，据说风筝的名字也就是这么来的。

清明节还有许多失传的风俗，如古代曾长期流传的戴柳、射
柳、打秋千等，据载，辽代风俗最重清明节，上至朝廷下至
庶民百姓都以打秋千为乐，仕女云集，踏青之风也极盛关于
清明节。

夜里雨声，闲读宋词，听北宋词人晏殊浅吟：“燕子来时春
社，梨花落后清明”。翻过几页，又听见晏殊第七子晏几道
叹息：“舞烟眠雨过清明”。

心里蓦地一惊，春社已过，清明又至了。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古时也叫三月节，有多年历
史。“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
节后雨水增多，万物由阴转阳，吐故纳新，一派春和景明之
象。

在现代人眼里，“清明”与扫墓祭奠的联系则更紧密。这是
因为，清明节前一天是寒食节。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
之推一事，后来，唐玄宗被这个故事感动，于开元二十年诏



令天下“寒食上墓”，且列为当时“五礼”之一。寒食与清
明仅隔一天，为图方面，人们干脆决定在清明扫墓，到明清
时，清明扫墓更为盛行。新中国成立后，人们也选择在这天
祭扫烈士墓，缅怀革命先辈。

“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历来有扫墓的习惯，
每到“清明”，家家户户的后代子孙就要携带酒食、果品、
纸钱、鞭炮等到祖坟墓地，将食物供祭在祖先墓前，再将纸
钱焚化，鸣炮祈祷，为坟墓培上新土，栽几株鲜花或折几枝
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还必须在
墓前吃掉酒食才回家。

年年清明都逢雨，那雨像漫天飞舞的泪花!也习惯了在清明节
看雨、淋雨;如果哪一年破例遇上个大睛天，心，总觉得这个
节不圆满，有些残缺。也许，也只有这样的情与景，才能给
逝去的灵魂一丝慰藉吧!

逝者已去不可追，请君珍惜眼前人。清明墓碑前，无限的感
伤将被抒发，祭祀者的泪珠将串成一段段湿漉的回忆，暖春
的微风抹不净伤感人的眼睛。人生漫长的旅途不会停歇，宗
脉的延续是一串加粗的省略号，老人的白发便是清明节最醒
目的`问号，孝顺与赡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炎黄子孙对清
明的最佳诠释。让孝敬之心日日在，坚持善待自己的父母与
老人，在暖春四月的某个清明，立于拂起万千愁绪的细风中，
才不至于面对死气沉沉的墓碑，空余幽幽的哀叹和无边的自
责，背负一团心冷在风里哀号盘旋。

吴文英〔宋代〕

羞红颦浅恨，晚风未落，片绣点重茵。旧堤分燕尾，桂棹轻
鸥，宝勒倚残云。千丝怨碧，渐路入、仙坞迷津。肠漫回，
隔花时见，背面楚腰身。

逡巡。题门惆怅，堕履牵萦，数幽期难准。还始觉、留情缘



眼，宽带因春。明朝事与孤烟冷，做满湖、风雨愁人。山黛
暝，尘波澹绿无痕。

顾太清〔清代〕

万点猩红将吐萼，嫣然迥出凡尘。移来古寺种朱门。明朝寒
食了，又是一年春。

细干柔条才数尺，千寻起自微因。绿云蔽日树轮囷。成阴结
子后，记取种花人。

范成大〔宋代〕

洒洒沾巾雨，披披侧帽风。花燃山色里，柳卧水声中。

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墦间人散後，乌鸟正西东。

吴惟信〔宋代〕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高启〔明代〕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贾岛〔唐代〕

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

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



杜草开三径，文章忆二贤。

几时能命驾，对酒落花前。

王禹偁〔宋代〕

一郡官闲唯副使，一年冷节是清明。

春来春去何时尽，闲恨闲愁触处生。

漆燕黄鹂夸舌健，柳花榆荚斗身轻。

脱衣换得商山酒，笑把离骚独自倾。

程颢〔宋代〕

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

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

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飞。

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黄庭坚〔宋代〕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高翥〔宋代〕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杜牧（唐）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孟浩然（唐）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白居易（唐）

乌啼鹊噪昏乔木，

清明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



古墓垒垒春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

尽是死生别离处。

冥冥重泉哭不闻，

萧萧暮雨人归去。

宋之问（唐）

洛阳城里花如雪，

陆浑山中今始发。

旦别河桥杨柳风，

夕卧伊川桃李月。

伊川桃李正芳新，

寒食山中酒复春。

野老不知尧舜力，

酣歌一曲太平人。

孙昌胤（唐）

清明暮春里，

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



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

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

迁乔并羽仪。

1.喜得故人同待诏，拟沽春酒醉京华。——高启《清明呈馆
中诸公》

2.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孟浩然《清明即事》

3.时霎清明，载花不过西园路。——吴文英《点绛唇·时霎
清明》

4.清明时节雨声哗。潮拥渡头沙。——张炎《朝中措·清明
时节》

5.拆桐花烂熳，乍疏雨、洗清明。——柳永《木兰花慢·拆
桐花烂熳》

6.正是春留处。——吴文英《点绛唇·时霎清明》

7.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花铭。——吴文英《风入松·听
风听雨过清明》

8.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黄庭坚《清明》

9.清明上巳西湖好，满目繁华。——欧阳修《采桑子·清明
上巳西湖好》

10.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柳永《木兰花慢·拆



桐花烂漫》

11.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高翥《清明日对
酒》

12.清明天气，永日愁如醉。——杜安世《鹤冲天·清明天气》

13.石马立当道，纸鸢鸣半空。——范成大《清明日狸渡道中》

14.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酒，又是去年病。——张先《青
门引·春思》

15.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程颢《郊行即事》

16.残杏枝头花几许。啼红正恨清明雨。——赵令畤《蝶恋
花·欲减罗衣寒未去》

17.游人日暮相将去，醒醉喧哗。——欧阳修《采桑子·清明
上巳西湖好》

18.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柳永《木兰花
慢·拆桐花烂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