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语 二十四节气春节心得体
会(模板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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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接下来小编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吧。

二十四节气语篇一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而在中国的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春节与“立春”是相互关联的。从立春开始，大地逐
渐苏醒，春意渐浓。而春节则是用欢乐、喜庆的方式迎接春
天的到来。在这里，我将分享我对二十四节气春节的心得体
会。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是家庭的团圆佳节。而团圆对
于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每年春节，我会提
前回到家乡，与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团聚。我们会回忆过去
的一年，一起追忆父辈们的故事。在春节的热气腾腾中，亲
情深深。这种团聚的感觉让人倍感温暖和幸福。

在春节的时候，鞭炮的声音、焰火的绽放让人不禁想起童年
的记忆。从小到大，我过了许多个春节。每一年，我都期待
着春节前的购物、装饰和准备。一到春节，家家户户都会贴
上红纸、挂上对联和福字，显得喜气洋洋。不仅如此，家人
还会一起制作年糕、饺子等传统美食，形成节日的独特习俗
和风味。

春节期间，我还喜欢沐浴在属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氛围中。
尽管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但在春节期间，大街小巷都弥漫着
节日的气氛。舞龙、舞狮、花灯展示等传统文化活动吸引了



许多人的目光，我们纷纷走出家门，参与其中。这些传统文
化活动让我更加了解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文化身
份感到自豪。

此外，春节也是人际关系和信仰的重要洗礼。人际关系是每
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比如，年长的长辈们会给晚辈
们压岁钱，寓意着给晚辈们的祝福和关爱；也会拜访亲友，
互相送上新春的祝福。这种人际关系的互动，让人感到温暖
和感动。

在春节的日子里，我也会去祭拜祖先或者是参拜庙宇。这是
我们对传统信仰的一种表达。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感谢祖
先的护佑，祈求来年的平安和顺利。每一次，参与这样的活
动，都让我感到内心的宁静和平和。

综上所述，二十四节气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
节日之一，它有着特殊的意义。春节是团圆、热闹、喜庆的
节日，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和信仰的表达。通过春节
的庆贺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亲情
和喜悦，还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随着时间
的流逝，我相信春节这样的传统节日依然会得到我们的关注
和热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四节气语篇二

1 立春

立春了，立春了，南风吹，雪化了，

小鸭子，嘎嘎乐，跳进河里洗个澡。

【温馨提示】一年共有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约隔半个月。2
月4日前后为立春，是春天的开始。



2 雨水

雨丝轻轻飘，飘上柳树梢，它为柳枝枝，绣出芽苞苞。

【温馨提示】2月18日前后为雨水节气，天气开始回暖，降水
量逐渐增多了。

3 惊蛰

雷敲鼓，轰隆隆，敲醒睡觉小虫虫，小虫虫，乐坏了，

争着抢着跑出门。又是唱，又是跳，大家见面闹哄哄。

【温馨提示】3月5日前后为惊蛰，天气回暖，冬眠的昆虫开
始苏醒。

4 春分

到了春分忙备耕，马拉大车去送粪，

果农剪枝勤浇水，家家户户无闲人。

【温馨提示】3月20日前后为春分，一天时间白天黑夜平分，
各为12小时。

5 清明

清明节，雨纷纷，家家忙着去上坟，

祭先烈，祭亲人，从小就要懂孝顺。

【温馨提示】4月5日前后是清明，草木发芽，天气开始清朗。
这一天是人们扫墓祭奠祖先和逝去亲人的日子。

6 谷雨



三月雨，赛黄金，淅沥淅沥下不停，

布谷鸟儿催布谷，田里忙着播种人。

【温馨提示】4月20日前后为谷雨，雨水开始增多。

7 立夏

立夏了，立夏了，绿色舞台真热闹，蝴蝶绕着花儿飞，

云儿绕着小树飘，大肚蝈蝈唱小曲，螳螂大哥耍大刀，

太阳公公在天上，捋着胡子眯眼瞧。

【温馨提示】5月5日前后为立夏，南方进入夏季，而东北和
西北的部分地区刚进入春季。

8 小满

小满太阳暖烘烘，田里禾苗绿茸茸，

一天蹿长一寸高， 秋后粮仓满盈盈。

【温馨提示】5月21日前后为小满，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
但还没有成熟，故叫小满。

9 芒种

种完五谷种白菜，过了芒种别强种，

谁要误了播种期，一年收成准落空。

【温馨提示】6月5日前后为芒种，这时麦类等有芒的作物开
始成熟，故叫芒种。



10 夏至

大树小树擎绿伞，伞下蝉儿唱得欢。

唱的啥？你听吧：“今年又是丰收年。”

【温馨提示】6月21日前后为夏至，这天，是北半球一年中白
天最长的一天。

11 小暑

一伏热似火，二伏烧开锅，小狗伸舌头，树下打磨磨；

大人和小孩，跳进海里躲

【温馨提示】7月7日前后是小暑，天气开始炎热。小暑前后，
北方开始收割冬、春小麦等农作物。

12 大暑

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人和小孩，不停摇小扇。

【温馨提示】7月22日前后为大暑，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农
作物生长最快，旱、涝、风灾最为频繁。

13 立秋

立了秋，别欢喜，还有半月热天气，太阳最后一把火，

晒你身上掉层皮。立了秋，欢欢喜，田里庄稼长籽粒，

不用再等一个月，金缎银缎铺满地。

【温馨提示】8月7日前后为立秋，暑去凉来，是秋天的开始。
14 处暑



处暑天气渐渐凉，不用摇扇也清爽。

一天之中温差大，早晚注意加衣裳。

【温馨提示】8月23日前后为处暑，冷空气南下次数增多，气
温下降逐渐明显。

15 白露

白露一过，磨镰霍霍，披星戴月，忙着收割，

收山大车，来往穿梭，拉回粮山，一座一座。

【温馨提示】9月7日前后是白露，气温开始下降，天气转凉，
早晨草木上有了露水。

16 秋分

到了秋分，田里干净。家家储菜，准备过冬。

辣椒串串，挂上门庭。农家日子，火红火红。

【温馨提示】9月23日前后是秋分。这一天，昼夜再次相等，
从这一天后，北半球日短夜长。中秋节是我国人民阖家团圆，
举杯赏月的重要节日。

17 寒露

过了寒露要降温，狗熊冬眠躲进洞，

青蛙蜥蜴钻地底，一觉睡到来年春。

【温馨揭示】10月8日前后为寒露，气温更低，露水更冷。南
方进入秋季，北方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



18 霜降

清早起、出门看，大路小路白一片，树叶变成黄蝴蝶，

翩翩起舞真好看。小草穿上黄衣服，霜降为它绣银边。

【温馨提示】10月23日前后为霜降，天气更冷了，露水凝结
成霜。

19 立冬

立冬了，冬天到，北风呜呜大声叫：

“小朋友，快穿棉，注意身体别感冒。”

【温馨提示】11月7日前后为立冬，中国古时候习惯以立冬为
冬季的开始。

20 小雪

小雪花，轻轻飘，飘到小树藏猫猫，跳到地上打个滚，

一会工夫不见了，孩子伸出小手接，雪花变成水泡泡。

【温馨提示】11月22日前后为小雪，气温下降，开始降雪，
但雪量不大。

21 大雪

雪花姐姐心肠好，送来片片白鹅毛，给麦苗，盖棉被，

给小树，穿棉袄。别让他们冻坏了，暖暖乎乎睡个觉。

【温馨提示】12月7日前后为大雪，天气更冷，降雪的可能性
比小雪时更大。



22 冬至

冬至开始交“一九”，北风呜呜使劲吼。小孩子，不怕冷，

坐着雪橇冰上走；踢毽子，打雪仗，热得浑身汗水流。

【温馨提示】12月21日前后为冬至，这天，是北半球一年中
白昼最短的一天。

23 小寒

小寒交“三九”，“三九冻死狗”。地闲人不闲，

二十四节气语篇三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时间观念之一，春节则是其中
一个重要的节气。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便会迎来这个重
要的节日。春节是人们团聚、祈福的时刻，也是人们感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时刻。在二十四节气的春节中，我和家人度过
了一个难忘的假期，获得了很多的收获和体会。

首先，春节是家人团聚的时刻，它让我体会到家庭的温暖和
重要性。在春节这个传统节日中，亲人们都会返回家中，一
起吃团圆饭，一起打扫房间，一起贴春联、放鞭炮、包饺子
等等。这一切都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和睦与温馨。家庭是每
个人的港湾，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只有在家人的陪伴下，
我们才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

其次，春节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独特性。
春节是中国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很多节日的习俗都与
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比如，除夕夜放鞭炮是为了驱邪避
邪，贴春联则是希望家中幸福吉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
解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传承了传统文化。而这
些传统文化也成为了我们中华儿女独特的精神符号，凝聚着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再次，春节也是我在工作中放松心情、调整状态的时刻。在
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压力、学习压力等各种压力都会让人感
到疲惫不堪。而在春节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能够暂时解脱
出这些压力，放松心情，享受与家人相聚的时光。这让我能
够调整好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工作和学习。同时，家人的鼓
励和支持也给予了我更多的勇气和动力，让我有信心面对未
来的挑战。

最后，春节也是我反思和展望的时刻，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
生活。中国人常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春节正是一个年终岁末的时刻，是一个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的重要时刻。在春节期间，我会反思过去一年的努力和收获，
同时也会思考未来的目标和计划。这个过程让我更加珍惜现
在的生活，努力奋斗，成为更好的自己。

总之，春节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重要时刻，给我带来了
很多的收获和体会。我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和重要性，感受
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放松了心情、调整了状态，
也反思了过去和展望了未来。这些都是春节给予我的宝贵礼
物，也让我更加热爱和珍惜生活。我相信，在未来的春节中，
我会继续收获更多的体会，享受更多的幸福。

二十四节气语篇四

1.红云日出生，劝君莫出行。(日出时，有红云是台风兆。)

2.六月拢无巧，七月顿顿饱。

3.袂食五月粽，破裘仔不通放。(未过五月节，天气尚未稳定。
)

4.五月端午前，风大雨也连。



5.霜降，出无齐，牵牛犁。(霜降时，稻穗长不齐，收获不好。
要重新拖牛耕地。)

6.春天南，夏天北，无水通磨墨。(春天刮南风，夏天刮北风，
可能大旱。)

7.早春好佚陶，早夏粒米无。(夏天早来，却因涸早，晚冬收
获减少。)

8.四月芒种雨，五月无焦土。六月火烧埔。(芒种日下雨，五
月多雨，六月久旱。)

9.四一落雨空欢喜，四二落雨有花无结子。(四月农作物忌长
雨，收获不多。)

10.闪烁的星光，星下风会狂。(星光闪烁，夜虽晴，有大风。
)

11.四月廿六海水开目。(入夏之後，海水浪潮渐大。)

12.初三四，月眉意。十五六，月当圆。廿三四，月暗暝。

13.送月雨，後月无焦土。(月底下雨，占下月雨多。)

14.乌云飞落海，棕蓑盖狗屎。(满天乌云飞向海边，表示转
晴，不须雨具。)

15.云势若鱼鳞，来朝风不轻。(鳞云重叠，翌朝必起大风。)

16.十二月初三，黑龟湳，落雨落甲廿九暗。(十二月三日若
下雨，下到廿九日除夕。)

17.风台做了无回南，十日九日湿。(尚有多日下雨。)

18.六月十二，彭祖忌，无风也雨意。(台风季节，没有风也



有雨意。)

19.云布满山底，透暝雨乱飞。

20.春茫曝死鬼，夏茫做大水。(春天雾浓必大旱，夏则大雨。
)

21.落霜有日照，乌寒着无药。(阴冷天气，虽落霜，如有日
照可温暖，否则就冷了。)

22.乌云飞上山，棕蓑提来披。(满山乌云，定有雨，出门带
雨具。)

23.六月绵被拣人甲。(六月身体虚弱，尚须盖绵被。)

24.九月起风降，臭头扒佮掐。(九月秋天风乾燥，臭头会痒，
喜抓痒。)

25.冬节月中央，无雪也无霜。(冬节在月中，当年冬天很少
有霜雪。)

26.八月大，蔬菜免出外。(八月大〔三十日〕，气候不顺，
蔬菜收成不好。)

27.田蠳若结堆，戴笠穿棕蓑。(田蠳群聚群飞乃雨兆。)

28.透早东南黑，午前风甲雨。(东南边有乌云)

29.正月雷，二月雪，三月无水过田岸。(三月水少不够灌溉)

30.六一，一雷压九台。(六月一日鸣雷，该年台风少。)

31.七一，一雷九台来。

32.红柿若出头，罗汉脚仔目屎流。(红柿出，已是秋天，天



气转凉。)

33.初一落雨，初二散，初三落雨到月半。

34.冬节在月头，卜寒在年兜。(冬节在月初，年底很寒冷。)

35.雷打秋，晚冬一半收。(立秋日如有雷，晚冬(二期稻作)
收成不好。)

36.立夏小满雨水相赶。(梅雨季节雨水多。)

37.秋靠露，冬靠雨。白露勿搅土。(白露这天，不可扰动土
壤，以免损害农作物。)

38.晚雾即时收，天晴有可求。(夕暮添雾易散，翌日天晴有
望。)

39.雷打蛰，雨天阴天四九日。(惊蛰日鸣雷，雨或阴的天气
会有四九日之久)

40.冬节在月尾，卜寒正二月。(冬节在月底，冬天不会冷，
会冷在次年一二月间。)

41.七徛八倒九斜十落。(金牛宫顶的小七星，天亮时，每月
在天上的位置。)

42.乌云若接日，明天不如今日。(乌云近日)

43.二月踏草青，二八三九乱穿衣。(二三月冷暖不定，八九
月时寒时热。)

44.晚看西北黑，半暝仔起风雨。(傍晚，西北天上有乌云，
半夜有风雨。)

45.年惊中秋，月惊十九。



46.八月八落雨，八个月无焦土。(八月八日下雨，占长雨。)

47.三日风，三日霜，三日以内天清光。

48.大寒不寒，人畜不安。

49.二月三日若天清，着爱忌清明。(须防清明时节会下绵绵
雨)

50.五月蝶，讨无食。(五月花季已过。)

二十四节气语篇五

冬季是一年四季之中最为寒冷的季节，而二十四节气中
的“大雪”正式冬季的开始。在这一年中，冬季所经历的寒
冷，短暂的白雪，冰冻湖面和冬青树林，是一段充满魅力和
神秘感的时间。下面，我会通过5个部分来分享我对二十四节气
“冬”的体验和心得。

第一部分：冬季的异景

随着寒冬的到来，大自然也开始改变它的样貌。冬天是一年
中雨少雪多的季节，在这时候雪开始降落，覆盖着城市和田
野，让一切都变得白茫茫的。这时，人们开始戴上围巾、帽
子和手套，穿上厚重的衣服，保持身体的温暖。在城市中，
树木和草地间的鸟巢突出了白色的世界形成了明亮的对比。
而在冬季的自然环境中，大雪洋溢的瞬间，冰凌在冬日的寒
风中涌动，形成了大自然中独特的异景。

第二部分：冬天的味道

冬季也是一个美食的季节，人们可以食用到冬季独有的美食，
如火锅、鸡汤和各种味道的烤肉等等。寒冷的天气也意味着
冬季的蔬菜是更加新鲜、口感更加鲜美的。在这个季节，人



们也往往能够品尝到更加丰盛的餐桌上的食物，来保证自己
的身体健康。

第三部分：冬季的戏雪思念

在这个季节，人们深深地意识到冬天的聪明和冬天的不足。
人们也能够更加深刻地思考冬季所带来的意义。人们沉迷于
纯净的天气，制造雪人、滑雪和雪橇，静静地享受着这个季
节的美好。而对于那些远离游戏和自由活动的人，他们有大
量时间思考，在思考中做出一些重要的决策。

第四部分：冬季的活力

冬天似乎是一个躲避运动的季节，更多的人会选择室内活动，
但是对于那些喜欢自然运动的人来说，冬季无疑是一个绝佳
的选择。在下雪天时，你是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活动，例如雪
地足球和雪地角力。

第五部分：冬天的美丽

在这个季节的某些晚上，天空中的繁星渐渐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美丽的冰晶。在这个季节，人们可以享受到非常特别的
些滋味。白雪似乎不但可以为大自然打上一层白色杜鹃花，
而且可以为人们带来那种独特的感觉。这个季节塑造了大自
然的美丽，也给了每个人感觉不同的体验，这样的体验无疑
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只有那心灵深处的乐趣。

冬天虽冷但其实也很美，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享受冬季的美好
体验，感受冬天带给我们的五彩缤纷。通过探索冬季自然的
美丽，体验冬季独有的味道和异装，以及活跃的气氛和闲暇
时间，我们可以对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更深刻的理解，
同时也能够发现我们真正喜欢什么，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时
间和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正如歌中唱到的那样，冬天可能
很难度过，但完成后我们确实获得了很多。



二十四节气语篇六

九九八十一，家里做饭地里吃。

九九加一九，遍地耕牛走。

冻土化开，快种大麦。

大地化，快种葵花和蓖麻。

大麦豌豆不出九。

豌豆出了九，开花不结纽儿。

种蒜不出九，出九长独头。

惊蛰地化通，锄麦莫放松。

麦锄三遍无有沟，豆锄三遍圆溜溜。

麦子锄三遍，麦缝像条线。

麦子锄三遍，等着吃白面。

麦子锄三遍，皮薄多出面。

惊蛰不耙地，好像蒸锅跑了气。

地化通，赶快耕。

到了惊蛰节，耕地不能歇。

冬耕无早，春耕勿晚。

春耕抢墒，秋耕抢时。



先耕高亢，后耕淤洼。

先耕白塘土，后耕淤泥头。

光耕不耙耢，满地坷垃墒跑掉。

胶皮轮，拖拉机，跑运输，耕耙地，抽水、打轧高效益。

挖地如挖粮，整地如修仓。

要想收水稻，田埂先修好。

种稻靠埂，种麦靠沟。

挖塘修坝，旱涝不怕。

水利不修，有田也丢。

打井修渠能防旱，丰收靠人不靠天。

种不好庄稼一年穷，修不好塘堰一世穷。

有地有井人当家，有地无井天当家。

只靠双手不靠天，修好水利万年甜。

靠天吃饭饿断肠，脑勤手勤粮满仓。

牛头马尾驴中间。

配不准，不用急，三七(二十一天)不到在四七(指牛)。

兔一(月)猫二，狗三猪四，绵羊五，山羊六。

猫三狗四羊半年，驴子马，年见年。



猫三狗四，猪五羊六。

马怀驹子整一年。

猪五羊六牛十月，兔子一月生一窝。

母牛生母牛，三年五个头。

惊蛰冷，冷半年。

春雷一响，惊动万物。

春雷响，万物长。

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

二月莫把棉衣撤，三月还下桃花雪。

惊蛰有雨并闪雷，麦积场中如土堆。

二月打雷麦成堆。

惊蛰地气通。

惊蛰断凌丝。

地化通，见大葱。

九尽杨花开，春种早安排。

旱年收不收，全在井和沟。

种地不修沟，好比遭贼偷。

春天不开沟，夏水无处流。



田间开条流水沟，旱了涝了都能收。

求天不如挖地。

以河补源，以井保丰，两套准备，不致落空。

来水不过三五天，错过机会河道干。

来水昼夜连轴转，莫待水光干瞪眼。

一年富，拾粪土;十年富，种树木。

种树十年，强似种田。

栽树忙一天，利益得百年。

一代栽树，辈辈幸福。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要文化，山要绿化。

栽桑栽桐，子孙不穷。

核桃树，万年桩，世世代代敲不光。

柿子核桃寿命长，子子孙孙吃不光。

百株核桃十五年，赛过百亩好良田。

核桃树，摇钱树，哪里栽，哪里富。

人均百棵树，等于建金库。



家有一片树，不愁吃和住。

家有五棵白果树，男婚女嫁愁不住。

无灾人养树，有灾树养人。

一年栽桑，多年养蚕。

栽桑如栽摇钱树，养蚕似得聚宝盆。

宅旁栽上几棵杨，十年就能盖楼房。

四年椽，十年檩，十五当梁够标准。

栽上葡萄喝美酒，种好桑柞穿丝绸。

栽杨树、盖高楼;种核桃，吃上油。

平原绿葱葱，旱涝无影踪。

树木成林，风调雨顺。

城镇变绿海，除尘少公害。

洪涝灾害轻与重，树多树少大不同。

抓紧浇白茬，以利种棉花。

浇水高低看得准，整平土地少费劲。

及早盘好地瓜炕，春分瓜种把炕上。

打好棉花营养钵，天好及时把种搁。

春到人间，绿化当先。



植树造林，富国富民。

要想富，多栽树。

要想长远富，多种果木树。

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种树。

搞好四旁绿化，风沙旱涝都不怕。

栽树好，栽树强，又挡风沙又遮凉。

栽上摇钱树，农业迈大步。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森林是命脉的源泉。

治山治水不栽树，有土有水保不住。

要想地增产，山山撑绿伞。

荒山变绿山，不愁吃和穿。

栽个花果山，强似米粮川。

绿了荒山头，干渠清水流。

荒山成了林，变成聚宝盆。

荒山栽树，由穷变富。

不栽树是荒山，栽上树是宝山。

懒有良田，抵不过勤有荒山。

大石垒墙，小石填膛，好土填中央;底下平，上面光，人踩羊



踏不晃荡。

人养山，山养人，荒山秃岭变黄金。

栽树在河畔，防洪保堤岸。

待要河堤固，莫砍河边树。

乱砍滥伐，招来风沙。

林网占地一条线，保护农田一大片。

一堵防风墙，十年丰收粮。

春栽早，雨栽巧。

春栽早，雨栽巧，刺槐芽栽成活好。

春栽杨柳夏栽桑，正月种松好时光。

月月好栽松，就怕砸得轻。

松树喜欢挤，两株栽一起。

疏栽桐，密栽松。

山上松柏山腰槐，沟沟边边栽绵槐。

干榆湿柳水白杨，桃杏栽在山坡上。

杨柳下河滩，果树上半山。

高山松柏核桃沟，溪河两岸栽杨柳。

高山松柏河岸柳。



山前柞树山后松，栽上没有不成功。

沙杨、土柳、石头松，三年五年就成功。

沙里青杨泥里柳，石头垃子种枰柳。

沙里青杨泥里柳，栽上能活九十九。

路杨河柳桐镶边，红荆种在盐碱滩。

椿树枣树不怕旱，红荆槐条不怕碱。

黑沙土里大红桃，厚土栽桑根子牢。

沙土杨梅滋味好，黑沙土里长大桃。

养蚕多栽桑，养鱼挖池塘。

栽桑树，来养蚕，一树桑叶一蔟蚕。

房前屋后好栽桑，养起蚕来不用慌。

花椒不耐冻，阳暖之处种。

阳坡麦，阴坡谷，渠边核桃沟里椒。

花椒树，农家宝，少占地，收益高。

花椒下种要做好，放在水里泡一泡。

苹果喜寒，栽植不宜南。

南方桔子，北方柿子。

深翻土里瓜如瓢，硬土里头收核桃。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见钱。

桃三杏四梨五年，核桃柿子六七年，桑树七年能养蚕，酸枣
当年能卖钱。

桃三杏四梨五年，核桃结果十二年。

桃三杏四梅九年，想吃苹果五六年。

梨树杏树寿命长，都能活到百年上。

枣树抗旱、抗涝又抗碱，易栽易活还易管。

大柳树难免枯枝，老槐树不怕空心。

常向天上望，不如地下挖个塘。

有田无塘，好像婴儿没有娘。

旱田变水田，一年顶两年。

小麦连年收，就怕偷懒不挖沟。

旱田靠沟，水田靠埂。

地堰开了口，跑了粮一斗。

东逛西串，不如挑沟垒堰。

明排暗浇有三利，防旱防涝还增地。

黄河水可用不可靠，单纯依靠禾苗焦。

打好机井配好套，不怕黄河水不到。



万丈高楼平地起，千年古树靠根撑。

栽树要认真，马虎白费劲。

栽树无时，莫叫树知;多留宿土，剪除陈枝。

深深的，浅浅的，结结实实暄暄的。

起苗不伤根，栽树坑挖深。

挖坑大又深，树苗易生根。

深埋使劲砸，扁担也生芽。

老配早，幼配晚，壮畜配中间。

栽树莫透风，透风白搭工。

柳棍子栽树易倒，育苗柳不怕风摇。

爱花花结果，惜柳柳成荫。

光栽不护，白费工夫。

光栽不保，越栽越少。

造林要护林，不护不成林。

三分种，七分管，栽树不成怨人懒。

种树如种田，管树如修棉。

惊蛰天转暖，牲畜发情欢：马发情，把腿叉;驴发情，拌嘴
巴;牛发情，叫哈哈;羊发情，摇尾巴。



草驴发情呱哒嘴，母猪发情跑断腿，母牛倒爬牛，母猫叫破
嘴。

二十四节气语篇七

随着时间的流转，二十四节气中的春节如期而至。作为中国
的传统节日，春节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民俗传统，让我
们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不禁产生
了一些心得体会。

首先，春节是团聚的时刻。春节期间，我和家人们相聚在一
起，共同度过了难得的团圆时光。平时忙于工作和学业的我
们，很少有机会齐聚一堂。然而，春节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
机会，让我们忘却烦恼，享受欢乐。正是在这种团圆的氛围
中，我感受到了亲情的力量和温暖，让我更加珍惜身边的亲
人。

其次，春节是传承的时刻。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春节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蕴含着许多丰富的文化内
涵。在春节期间，我得以亲身体验传统习俗，如贴窗花、贴
春联、包饺子等，这些活动让我更加了解了中华民族的传统
习俗和美好寓意。我意识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有责任传
承和弘扬这些传统文化，让其永远流传下去。

再次，春节是感恩的时刻。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回顾过
去的一年，思考着自己的成长和收获。无论是家人、朋友还
是老师，每个人都为我的成长提供了支持和帮助。因此，我
深深感激这些与我共同度过艰难时光和分享欢乐的人们。在
这个感恩的时刻，我向他们表达了由衷的谢意，让他们知道
自己的付出没有被忘记。

最后，春节是展望的时刻。每逢春节，我都会为自己制定新
年的计划和目标。我会反思过去一年自己的不足之处，思考
如何改进和进步。同时，我也会设定新的目标，为新的一年



制定计划和策略。春节给予了我新的动力和希望，让我对未
来充满了期待。我相信只要坚定信念，付出努力，就能实现
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综上所述，二十四节气春节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节日。在这
个时刻，我们感受到了团聚、传承、感恩和展望的重要意义。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我们回归家庭、回归文化本源
的时刻。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宝贵的时刻，传承中华民族的文
化，弘扬正能量，展现中华儿女的风采。

（注：本文根据人工智能模型生成，仅供参考和借鉴。）

二十四节气语篇八

立春春打六九头，春播备耕早动手。

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生产创高优。

雨水春雨贵如油，顶凌耙耘防墒流。

多积肥料多打粮，精选良种夺丰收。

惊蛰天暖地气开，冬眠蛰虫苏醒来。

冬麦镇压来保墒，耕地耙耘种春麦。

春分风多雨水少，土地解冻起春潮。

稻田平整早翻晒，冬麦返青把水浇。

清明春始草青青，种瓜点豆好时辰。

植树造林种甜菜，水稻育秧选好种。

谷雨雪断霜未断，杂粮播种莫迟延。



家燕归来淌头水，苗圃枝接耕果园。

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

中耕除草把墒保，温棚防风要管好。

小满温和春意浓，防治蚜虫麦秆蝇。

稻田追肥促分孽，抓绒剪毛防冷风。

芒种雨少气温高，玉米间苗和定苗。

糜谷荞麦抢墒种，稻田中耕勤除草。

夏至夏始冰雹猛，拔杂去劣选好种。

消雹增雨干热风，玉米追肥防粘虫。

小暑进入三伏天，龙口夺食抢时间。

晒米中耕又培土，防雨防火莫等闲。

大暑大热暴雨增，复种秋菜紧防洪。

监测预报稻瘟病，深水护秧防低温。

立秋秋始雨淋淋，及早防治玉米螟。

深翻深耕土变金，苗圃芽接摘树心。

处暑伏尽秋色美，玉主甜菜要灌水。

粮菜后期勤管理，冬麦整地备种肥。

白露夜寒白天热，播种冬麦好时节。



收稻晒田收葵花，早熟苹果忙采摘。

秋分秋雨天渐凉，稻黄果香秋收忙。

碾谷脱粒交公粮，山区防霜听气象。

寒露草枯雁南飞，洋芋甜菜忙收回，

收好萝卜和白菜，秸秆还田秋施肥。

霜降结冰又结霜，抓紧秋翻蓄好墒。

防冻日消灌冬水，脱粒晒谷修粮仓。

立冬地冻白天消，羊只牲畜圈修牢。

平田整地修渠道，农田建设掀高潮。

小雪地封初雪飘，幼树葡萄快埋好。

会用冬闲积肥料，庄稼没肥瞎胡闹。

大雪腊雪兆丰年，多种经营创高产。

及时耙耘保好墒，多积肥料找肥源。

冬至严寒数九天，羊只牲畜要防寒。

积极参加夜技校，增产丰收靠科研。

小寒进入三九天，丰收致富庆元旦。

闲季参加培训班，不断总结新经验。

大寒虽冷农户欢，富民政策夸不完。



联产承包继续干，欢欢喜喜过个年。

二十四节气语篇九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记时方式，将一
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时间点，是太阳到达黄经0
度、15度、30度、45度、60度、75度、或者当太阳到达黄
经270度、285度、300度、315度、330度、345度的时刻。

二、冬至的含义

冬至又称“冬节”，即中国农历中的十二月初一，是整个冬
季中最寒冷的日子，也是冬季的一个重要节气。冬至这一天，
太阳在天空中的高度最低，地球自转轨道上日照最短，是中
国传统的“冬节”之一。

三、冬至的民俗

冬至节俗在我国的各省份，有着不同的习俗和庆祝方式。如
南方人有长沙臭豆腐、广州粥和腊八粥；北方则有吃饺子、
煮馍和喝糯米酒等。而在一些地方，还有爬山、送柳条和放
焰火等民俗活动。

四、冬至的文化内涵

冬至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节气之一，还有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它代表着冬天的开始，让人们更加留意保暖，在
这个寒冷的季节里，这一节气也渐渐成为表达关爱的日子。

五、结语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冬至节则代表了冬季的到来，提醒我们要重视
保暖，保持身体的健康，也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与节气文化相



关的传统价值。让我们一起共享了解并传承节气文化的美好。

二十四节气语篇十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立”是“开始”的意思，立春就
是春季的开始。

立春，二十四节气之一。春季开始的节气。每年2月4日或5日
太阳到达黄经315度时为立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正
月节，立，建始也……立夏秋冬同。”古代“四立”，指春、
夏、秋、冬四季开始，其农业意义为“春种、夏长、秋收、
冬藏”，概括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与气候关系的全过程。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条件复杂，各地气候相差悬殊，四季长
短不一，因此，“四立”虽能反映黄河中下游四季分明的气
候特点，“立”的具体气候意义却不显著，不能适用全国各
地。黄河中下游土壤解冻日期从立春开始；立春第一候应
为“东风解冻”，两者基本一致，但作为春季开始的标志，
失之过早。中国气候学上，常以每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
在10℃以上的始日划分为春季开始，它与黄河中下游立春含
义不符。2月下旬，真正进入春季的只有华南。但这种划分方
法比较符合实际。立春后气温回升，春耕大忙季节在全国大
部分地区陆续开始。

我国古代将立春的十五天分为三候：“一候东风解冻，二候
蜇虫始振，三候鱼陟负冰”，说的是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
冻。立春五日后，蜇居的虫类慢慢在洞中苏醒，再过五日，
河里的冰开始溶化，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此时水面上还有
没完全溶解的碎冰片，如同被鱼负着一般浮在水面。

自秦代以来，我国就一直以立春作为春季的`开始。立春是从
天文上来划分的，而在自然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是温暖，
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在气候学中，春季是指候
（5天为一候）平均气温10℃至22℃的时段。



时至立春，人们明显地感觉到白昼长了，太阳暖了。气温、
日照、降雨，这时常处于一年中的转折点，趋于上升或增多。
小春作物长势加快，油菜抽苔和小麦拔节时耗水量增加，应
该及时浇灌追肥，促进生长。农谚提醒人们“立春雨水到，
早起晚睡觉”大春备耕也开始了。虽然立了春，但是华南大
部分地区仍是很冷“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
景象。这些气候特点，在安排农业生产时都是应该考虑到的。

习俗

在“立春”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的历史悠久，至少在3000
年前，就已经出现。当时，祭祀的句芒亦称芒神，是主管农
事的春神。据文献记载，周朝迎接“立春”的仪式，大致如
下：立春前三日，天子开始斋戒，到了立春日，亲率三公九
卿诸侯大夫，到东方八里之郊迎春，祈求丰收。那么，为什
么要到东郊去迎春呢？这是因为迎春活动祭拜的句芒神，居
住在东方。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止是在东郊了。比如
宋代的《梦粱录》中就记载，“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
贺。”这就证明，迎春活动已经从郊野进入宫廷，成为官吏
之间的互拜。

到了清代，迎春仪式更演变为社会瞩目、全民参与的重要民
俗活动。据《燕京岁时记》中记载：“立春先一日，顺天府
官员，在东直门外一里春场迎春。立春日，礼部呈进春山宝
座，顺天府呈进春牛图，礼毕回署，引春牛而击之，曰打春。
”清人所著的《清嘉录》则指出，立春祀神祭祖的典仪，虽
然比不上正月初一的岁朝，但要高于冬至的规模。

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俗称“打春”。

立春，有时在农历十二月，有时在农历正月。一过立春，就
意味着冬季结束，进入了春天。

我国自古为农业国，春种秋收，关键在春。民谚有“一年之



计在于春”的说法。旧俗立春，既是一个古老的节气，也是
一个重大的节日。天子要在立春日，亲率诸侯、大夫迎春于
东郊，行布德施惠之令。《事物记原》记载：“周公始制立
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这
一天都要举行鞭春之礼，意在鼓励农耕，发展生产。

山西民间流行着春字歌：“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
饮春酒，春官鞭春牛。”讲的就是打春牛的盛况。

旧俗立春前一日，有两名艺人顶冠饰带，一称春官，一称春
吏。沿街高喊：“春来了”，俗称“报春”。无论士、农、
工、商，见春官都要作揖礼谒。报春人遇到摊贩商店，可以
随便拿取货物、食品，店主笑脸相迎。这一天，州、县要举
行隆重的“迎春”活动。前面是鼓乐仪仗队担任导引；中间
是州、县长官率领的所有僚属，皆穿官衣；后面是农民队伍，
都执农具。来到城东郊，迎接先期制作好的芒神与春牛。到
芒神前，先行二跪六叩首礼。执事者举壶爵，斟酒授长官，
长官接酒酹地后，再行二跪六叩首礼。然后到春牛前作揖。
礼毕，与来时一样热闹，将芒神、春牛迎回城内。

第二天立春时分，地方长官仍率僚属、农民鞭春。阴阳官先
要举行一定的传统仪规。地方官主持迎春仪程，初献爵、亚
献爵、终献爵。然后执彩鞭击打春牛三匝，礼毕回署。众农
民将春牛打烂。

现在，城里已不再举行鞭春活动，一些农村却仍有打春牛的
风俗。立春前，用泥塑一牛，称为春牛。妇女们抱小孩绕春
牛转三圈，旧说可以不患症病，今已成为娱乐。立春日，村
里推选一位老者，用鞭子象征性地打春牛三下，意味着一年
的农事开始。然后众村民将泥牛打烂，分土而回，洒在各自
的农田。吕梁地区盛行用春牛土在门上写“宜春”二字。晋
东南地区习惯用春牛土涂耕牛角，传说可以避免牛瘟。晋南
地区讲究用春牛土涂灶，据说可以祛蚍蜉。



立春节，民间艺人制作许多小泥牛，称为“春牛”。送往各
家，谓之“送春”。主人要给“送春”者以报酬。更实质上
是一种佳节售货活动，然而却是皆大欢喜。也有的地方是在
墙上贴一幅画有春牛的黄纸。黄色代表土地，春牛代表农事，
俗称“春牛图”。

立春节，女孩子剪彩为燕，称为“春鸡”；贴羽为蝶，称
为“春蛾”；缠绒为杖，称为“春杆”。戴在头上，争奇斗
艳。晋东南地区的女孩子们，喜欢交换这些头戴，传说主蚕
兴旺。乡宁等地习惯用绢制作小娃娃，名为“春娃”，佩戴
在孩童身上。晋北地区讲究缝小布袋，内装豆、谷等杂粮，
挂在耕牛角上，取意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一年四季，平安
吉祥。

立春节，民间习惯吃萝卜、姜、葱、面饼，称为“咬春”。
运城地区新嫁女，娘家要接回，称为“迎春”。临汾地区则
习惯请女婿吃春饼。

春季养生另一方面，就是要防病保健。特别是初春，天气由
寒转暖，各种致病的细菌、病毒随之生长繁殖。温热毒邪开
始活动，现代医学所说的流感、流脑、麻疹、猩红热、肺炎
也多有发生和流行。为避免春季疾病的发生，在预防措施中，
首先要消灭传染源；二要常开窗，使室内空气流通，保持空
气清新；三要加强锻炼，提高机体的防御能力。此外，注意
口鼻保健，阻断温邪上受首先犯肺之路。

春季气候变化较大，天气乍寒乍暖，由于人体腠理开始变得
疏松，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所减弱，所以，初春时节特别是
生活在北方地区的人不宜顿去棉服，年老体弱者换装尤宜审
慎，不可骤减。《千金要方》主张春时衣着宜“下厚上薄”，
《老老恒言》亦云：“春冻半泮，下体宁过于暖，上体无妨
略减，所以养阳之生气”。春天在起居方面，人体气血亦如
自然界一样，需舒展畅达，这就要求我们夜卧早起，免冠披
发，松缓衣带，舒展形体，多参加室外活动，克服倦懒思眠



状态，使自己的精神情志与大自然相适应，力求身心和谐，
精力充沛。

饮食调养方面要考虑春季阳气初生，宜食辛甘发散之品，不
宜食酸收之味。《素问藏气法时论》说：“肝主春，……肝
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
之，酸泻之”。在五脏与五味的关系中，酸味入肝，具收敛
之性，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的疏泄，饮食调养要投其脏
腑所好，即“违其性故苦，遂其性故欲。欲者，是本脏之神
所好也，即补也。苦者是本脏之神所恶也，即泻也。”明确
了这种关系，就能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柔肝养肝、疏肝力理气
的草药和食品，草药如枸杞、郁金、丹参、元胡等，食品选
择辛温发散的大枣、豆豉、葱、香菜、花生等灵活地进行配
方选膳。

春季养生要顺应春天阳气生发，万物始生的特点，注意保护
阳气，着眼于一个“生”字。按自然界属性，春属木，与肝
相应。（这是五行学说，以五行特性来说明五脏的生理活动
特点，如肝喜调达，有疏泄的功能，木有生发的特性，故以
肝属“木”）肝的生理特点主疏泄，在志为怒，恶抑郁而喜
调达。在春季精神养生方面，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
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保持心境恬愉的好心态。同时要
充分利用、珍惜春季大自然“发陈”之时，借阳气上升，万
物萌生，人体新陈代谢旺盛之机，通过适当的调摄，使春阳
之气得以宣达，代谢机能得以正常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