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 中国春节传
统习俗拜年中华的传统节日春节(模板5

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
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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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篇一

”礼义仁智信,礼为先“,古人教孩子”知礼、习礼、行
礼“首先从拜年做起。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
姓都会通过拜年这一特殊交际方式,表达相互间的祝贺与祝福,
以利于增进友谊和联络感情,展示各自的礼仪修养。

元欧阳玄《渔家傲》词:”绣榖雕鞍来往闹,闲驰骤,拜年直过
烧灯后。“认为从初一到十五都是拜年时间。明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春场》写道:”正月元旦......夙兴盥漱,啖黍
糕,曰年年糕,家长少毕拜,姻女投笺互拜,曰拜年也。“可见,
拜年的民间习俗出现后,人们的重视程度、拜年的方式内容也
在”与时俱进“,而且一直流传到现代。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叫它”年
“。每逢除夕晚上,”年“跑入村庄掠食噬人。人们只好备些
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直到初一早上,”年
“饱食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传说”拜年
“由此而来。

有一年,”年“又进村了,人们发现它怕红色和声响。于是,
当”年“到来之前,人们在门上贴红对联、挂红灯笼,燃放空
心竹子做的炮仗,”年“被吓跑了。于是,贴对联、挂灯笼、



放鞭炮的春节习俗流传开来,并且逐步扩大应用到一年到头各
种喜庆活动中。

古时”拜年“固有含义是为长辈拜贺新年,叩头行礼。随着时
代的发展,拜年习俗不断增添新的对象、内容和形式,向师长、
单位领导、同学、同事、战友、同乡、”六亲“、邻居拜年
渐成时尚。该去拜年而没去的心里总觉得不妥、不安、失礼。
拜年的目的也由”尊宗敬祖、行孝祝福“,增加了”情绪
化“、”功利化“色彩。

古时,大年初一,孩子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衣服、穿新鞋、
戴新帽,梳妆打扮后首先给自己的爷爷、奶奶、父母磕头拜年,
带有行孝、讨好、讨赏的意味,让长辈新年第一时间就享受到
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吃过早饭,小字辈随父母或哥姐出门去
走亲访友,碰到熟人一般都要抱拳问”新年好“。

给宗亲长辈拜年,一般行跪拜礼,给师长拜年,一般说”给老
师(前辈)磕头了“,现代不一定真行磕头礼,抱拳作揖”言到
为止“。给朋友、同事、邻居拜年,一般也行抱拳作揖礼,而
且这种礼节形式成为春节拜年的标志,大人会做,现在孩子也
心领神会。

初二、初三一般到岳父母家及族长和叔、姑、舅、姨等长辈
家拜年,一般要带些敬老礼品,有素养人都不追求礼品奢侈豪
华,一串水糕、一串冰糖葫芦,一盏灯笼、一挂”中国结“都
行。拜年时主人、客人都不讲究礼品贵贱,重视的是礼节人情。

五六十年前,我也曾无数次登门当面给长辈拜年,其情其景至
今仍记忆犹新。那时到长辈家,首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
各行三叩首礼,然后再给长辈依次跪拜。许多长辈除夕夜就在
堂屋铺红毡,蒲团上垫包被,准备接受晚辈的磕头礼拜。晚辈
毕恭毕敬磕头后,长辈会不失时机说些夸奖的话、寄予厚望的
话,并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包(用红纸包着压岁钱和糕点帖)赏给
晚辈。



古代讲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们得到长辈的压岁钱可以保
平平安安度过一年。拜年后,有的长辈要留晚辈吃帖、吃饭、
玩耍、聊天等,黄昏时才让”打道回府“。许多长辈以给自己
拜年人数多少来预测新年”喜气、福气“,向他们拜年的人越
多他们越高兴。

现代给领导拜年、给朋友拜年和感谢性拜年比较盛行,这对联
络感情、加深友谊十分必要。人们借拜年之机回顾友谊、检
讨失误、商恰工作、表达谢忱,平时不太好说的话,平时理不
清的问题,此时讲出来,对方都感到”礼到人不怪“、通情达
理,恩怨情仇就此一笔勾销。这个过程一般不宜太久,该想表
达的心意说清了,寒暄几句客套话就可告辞。”礼尚往来“是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主人受拜后,应择日回拜。

串门式拜年也有必要,对于左邻右舍的街坊,平时没有多少来
往,但见面都能说得来。到了年禧,见面抱拳道喜,或登门贺喜,
在屋里坐一会即可,无甚过多礼节。即使过去互相有得罪的地
方,有点恩怨过节,通过拜年即刻烟消云散,甚至互相检讨、请
求原谅,出现”不打不成交“的感人场面。这样邻里互动拜年,
对改善邻里关系,促进和谐社区建设大有裨益。

拜年是我国传统的民间风俗,古代盛行当面拜年、红包拜年、
写信拜年。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科技发展的
今天,手机短信拜年、电话拜年、贺卡拜年、电子邮件拜年、
鲜花邮寄拜年、视频拜年、网上拜年越来越流行,为越来越多
人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进步,促进了拜年民俗的多样
化、便捷化、科学化。

辛卯兔年正向我们走来,拜年的安排已经提上家家户户的议事
日程。精气神十足、乖巧漂亮的手工玉兔给人喜庆、吉祥、
和谐感觉,兔也是十二生肖中最能体现”拜年“符号的吉祥物。
带上毛茸茸玉兔给亲友”拜年“既时髦又大气、又避嫌。我
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不让”庸俗之风“、”不正之风“、”功
利主义“冲淡老祖宗留下的拜年好风俗。



现在拜年与宴请往往合二为一,中国人好客,无酒不成席,而
且”酒厚酒厚,越喝越厚,'一醉方休'“时有出现,”醉
酒“、”醉驾“成为拜年副产品,主人、客人都应该提高警惕,
不能给警察带来麻烦,给亲友带来苦恼,给社会带来危害。

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篇二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
在尧舜禹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
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
其用意是要把一切霉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
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环境，清洗各种器具，
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
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
氛。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
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
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
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
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
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
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
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
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
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
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
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
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
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
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
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
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
盛行。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
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
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
《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
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
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
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
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放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春节到来之际,
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
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
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春节放爆竹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
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吃饺子

寓意是旧的一年与新的一年相交，为交子，后来演变成饺子。

串门，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所以越来越
懒，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亲热劲正逐渐消失。

舞狮子

狮舞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
民间都以狮舞来助兴。舞狮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狮
艺在当时已成为过年过节、行香走会中的必备节目。在一千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表演风格。

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篇三

突然，一个绝妙的点子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方向挖不成，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向挖呢？果然，这个点子行得通，我
的第一棵荠菜就这样被我收获了。就这样，我又陆陆续续地



挖了许多棵荠菜。突然，我发现爸爸妈妈和外婆挖的荠菜都
是一整棵一整课的，可我的呢？却是一片又一片的叶子，根
本不是整棵整棵的，这真奇怪！于是，我便向在边上的爸爸
请教，爸爸告诉我说：你挖的'这些荠菜之所以是一片又一片
的叶子，是因为你把连接那些叶子的茎给挖断了，它们才会
分成一片一片的叶子，只要你再往土里挖一点，不挖断茎就
可以了。我听取了爸爸的意见，又试了着往土里割了一点儿，
虽然掉下来的叶子少了许多，但还是会有一些叶子掉下来。
我又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我挖的还不够深吗？还要往土
里挖？再往下可就是根了啊！于是，我又请教了一下爸爸。
爸爸说：对呀，当然是要挖根的呀！不然怎么把整棵整棵的
荠菜挖上来呢？我恍然大悟，马上调整了自己挖荠菜的方式。
这下子，一整棵一整棵的荠菜就被我挖进了篮子里。快乐的
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不知不觉中就到了我们该回家的时间了。
我们带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依依不舍地回到了家里。

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篇四

年，是一个捉弄各国传统节日。人们不管有多远，都要回去
和家人团聚。我每次都会回家，因为我感觉家里空气清新，
热闹，可以和家人一起欢声笑语，最好的就是能放鞭炮。

大年初一上午，我们贴春联，挂灯笼，布置院子。首先，在
墙缝上插了根小木棍，将灯笼小心挂上。然后，贴春联，打
开盒子一看，这次的春联有点不同：很大：大大方方；很红：
红红火火。最后，布置院子，嘿，我可没少花力气！我把有
用的全部搬出来了。虽然很累，但我这一瞧，把累全部抛在
后头了。真不错，我也去别人家里看了看，我们家数第一！
没多久，到了晚上。

吃年夜饭，必备的习俗，这次可不同，以前都是定的饭店，
今年爸爸亲自下厨，还不知道爸爸的厨艺怎么样呢没多久，
就上了一大桌的菜，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动起筷来。嗯，
味道不错，看来爸爸也有点功底嘛。



该发压岁钱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环节。每收到压岁钱我都会
说谢谢，这样别人也很高兴。今年我可没少赚钱呢！太好了。

中国春节传统文化论文篇五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
在尧舜禹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
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
其用意是要把一切霉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
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环境，清洗各种器具，
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
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
氛。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
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
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
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
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
期，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
春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的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
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
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
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
祝贺，称为“团拜”。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
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
的“贺年片”。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以彩绳穿线编作龙
形，置于床脚，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另一种是最常见
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
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
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
盛行。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
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
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
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
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
《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
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
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
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



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放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春节到来之际,
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
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
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春节放爆竹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
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吃饺子

寓意是旧的一年与新的一年相交，为交子，后来演变成饺子。

串门，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所以越来越
懒，并且人与人之间的亲热劲正逐渐消失。

舞狮子

狮舞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会庆典，
民间都以狮舞来助兴。舞狮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狮
艺在当时已成为过年过节、行香走会中的必备节目。在一千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狮舞形成了南北两种表演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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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禁忌

三十和初一要吃团圆饭

能回家的都要回家，不能回家的孩子，家人也会留出碗筷，
很多地方女儿结婚不回娘家过年，现在独生子女家庭也有了
变化，很多是双方父母围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过年的。



早上非常忌讳催人起床

春节期间，睡觉睡到自然醒。因为，在古人看来，如果春节
催别人起床，那么就会表示：他一年都要别人催着才能做事!
当然，如果别人在睡觉，你是不能过去拜年的，因为这会让
对方一年都在病床上。

不许坐家中最高贵的座位

我们这里讲究过年祖宗要回家过年，最尊贵的座位留给他们，
三十和初一要留着，很多家庭还会摆上贡品，专门让祖宗享
用，当然这种情况，家人都会避开那些座位了。

忌讳倒污水垃圾扫地等

这一点，重点是指大年初一不能做。在古人看来，污水、垃
圾等，都可能蕴含家里的财气，所以如果扫地或倒掉这些垃
圾，就可能把家里财气倒掉!当然，五天不做这些事不可能，
所以尽量大年初一别做。

冰箱米缸为空不吉

我们在过年的整个期间，冰箱和米缸不可空空如也，需要随
时补满，因为这两样物品与我们的衣食紧密相关，补满这两
样则象征家中来年必能衣食无忧，钱财满满。另外家中如果
有坏掉的锅碗瓢盆，建议可以一并换新，否则会影响到来年
的财运，而且也容易破财。

床不能乱动

卧室的床是我们平时睡觉休息的地方，也是我们藏气纳财的
位置所在。如果摆放的不好或着随意的移动，轻则会使我们
睡不安稳，诸事不顺，重的话还会影响到夫妻的感情以及家
人的健康。尤其是孕妇的床，是万万不可动的。因为胎儿在



肚子里也是有感觉的，如果察觉到自己身边的环境，发生了
变化会很容易导致不安，从而发生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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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春节旅游热门景点

吃货集中营：芙蓉街

芙蓉街很出名，可以说济南比较有特点的小吃，全在这里。
如果你是喜爱美食的吃货，不妨去芙蓉街挤挤人堆儿，左摊
位吃一串儿，右摊位吃一碗儿，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过年
的时候，那里还有大量的年货贩卖。

佛缘有圣地：千佛山

千佛山是佛家地，任何时候都是人满为患。这里平日里就聚
集了善男信女，过年又有不少香客想借此机会礼佛祈福，寻
得新一年的如意安心。不过，千佛山有好些游玩的地方，值
得游览的不只是佛像，游客大可以在山上到处走走，鸟瞰一
下整个济南的风景，确有一番风味。

泛舟鳞波起：大明湖

济南推出了乘舟环游济南的服务项目，游客只需要缴纳一定
的乘船费，就可以省下走路的辛苦，坐在船上，一路领略济
南四周的美景，还能听到讲解人员声情并茂的历史演说，自
然是收获了美景，又收获了知识。

温暖有泉水：趵突泉

济南历来被誉为“泉城”，这里的泉水是出名的，如果想免
费观赏，那来济南是对了。趵突泉、珍珠泉、各种各样的泉，
在济南全都能得见，拾阶而上，顺阶而下，感受泉水人家的



味道。潺潺泉水澄清意，流入寻常百姓家。

年俗展览处：泉城广场

每年的济南泉城广场，都是传统年俗的展览处。各种各样平
常难得一见的传统手工艺，例如传统泥塑、手工扎编艺术品
的老匠人们在年节时候纷纷在这里一展技艺，游客不一定非
得购买，光是站在他们旁边，看他们的手活儿灵巧翻飞，就
足够给你留下惊叹乃至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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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各地春节吃什么

漳州：韭菜、金丸

在漳州，春节吃韭菜可是有着好兆头的，韭菜指的是“韭菜
春”，寓意着长久幸福。小时候总是听大人说“吃金丸、中
状元”，金丸也就是年糕的一种，是面、鸡蛋、三层肉等等
蒸出来的，光想想就知道特别美味。

莆田：焖豆腐、卤面

莆田人年夜饭上的开席第一道菜就是焖豆腐，更多人是做红
菇焖豆腐，寓意着红红火火，是开年的好兆头。莆田卤面相
当出名，在街头的小吃店里经常会看到，所以在莆田的年夜
饭里也会出现卤面，象征着吃的人可以长命百岁。

福州：太平燕、八宝芋泥

福州人的餐桌上逢年过夜基本都会出现太平燕，春节也不例
外。太平燕算是一种“扁食”，包的皮是肉泥和薯粉制作而
成的，里面再包上肉馅。八宝芋泥算是一款甜食，一般在年
夜饭的最后吃，热腾腾的芋泥入口软绵香甜，过年必备。



南平：熏鹅、冬笋

熏鹅以武夷山的岚谷熏鹅最为出名，入口香辣的同时还伴随
着酒香，暖意都席卷了全身。冬笋算是南平地区的特产，几
乎家家户户的桌上都有，清炒、做汤…每种做法都好吃。

龙岩：米冻、白斩鸡、灵芝鸡汤

龙岩人过年桌上肯定是有鸡肉的，有的是白斩鸡，有的是灵
芝鸡汤。还有道不可少的美食就是米冻，寓意着“冻冻喜”。

宁德：鳗鱼炖鳖、地瓜扣

宁德有山有海，自然年夜饭上少不了山珍海味。比如鳗鱼炖
鳖这样的海味珍品，就彰显着家族的财气。年夜饭桌上还有
当地的特色菜地瓜扣，有些类似于地瓜粉，然后和其他辅料
一起炒，意味着“长长久久、长命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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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给老师送什么礼物

装饰摆件

春节送老师一个应景的装饰摆件，可以在上面刻上感恩的字
句，一方面表达学生对老师的感谢之情，一方面确实也能起
到家居装饰品的效果，尤其是一些炭雕类摆件，不仅做工精
致，还可吸附甲醛等有害物质，有利于身体健康，相信老师
们会喜欢。

工艺笔筒

当老师的，办公少不了一款实用的笔筒，过年看望老师可以
选择送一个设计大气，或具有艺术气息的笔筒，如花开富贵
的碳雕笔筒、清明上河图的旋转笔筒等，是符合老师职业气



质的选择。

刻字钢笔

对于长期教学办公的老师来说，一支合用的钢笔是必不可少
的。在新的一年送老师一支质量过硬的钢笔，还可以在上面
刻上字，例如祝福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等，表达学生的
心意，相信老师会很欣慰。

健康靠垫

长年的课堂教学工作，往往让老师需要长时间站立，而课后
又要批阅学生作业，准备教案，坐班等，经常是要劳累一整
天，不免会觉得腰部酸痛，这已成为老师们的一种职业病了，
需要提起注意。

春节时送老师一款健康靠垫，放置地点灵活不拘，在家里或
办公室都可以使用，让老师在休息的时候能够靠一靠，放松
腰部肌肉，缓解疲惫，也能稍微调节一下紧张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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