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精选6篇)
通过发言稿的准备和演讲实践，我们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口
头表达能力，更好地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切记发言稿不
宜过于啰嗦，要注意把握时间，确保演讲的重点能够得到充
分阐述。无论发言场合如何，信心和真诚都是一个较为完美
的发言稿的基础，要相信自己的话语和表达能够改变和影响
听众。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篇一

老北京春节庙会

春节，俗称过年。除一般年俗外，庙会则为旧时北京过年主
要习俗。除人们所熟悉厂甸之外，五显财神庙（初二至十
六）、东岳庙（初一至十五）、白云观（初一至十九）都是
有名庙会，最富有北京过年特色。

五显财神庙正式活动从正月初二算起。初二一大清早，往财
神庙进香者，除巨富显贵外，绝大多数是骑自行车。他们多
身着各种绸缎棉袍，外罩马褂或坎肩，头戴细毡礼帽。香客
们从城里出发出广安门向南，当然基本顺风，（因北京冬季
多西北）。但一出广安门就须逆风而行。

纸鱼，用一根竹劈儿缀上白线拴好，以便手提；还有成串、
泥胎、外糊金银箔金银元宝，也拴在竹劈儿上。另外还有一
种卜碌碌带响风车。这种风车系用细篾儿和彩纸条儿糊成风
轮，安装在秫秸架子上，每个风轮带有白线拴好一对小鼓腿
儿，敲打着一个泥塑蒙纸面小鼓，大风一刮，卜碌碌直响。

这种风车有单一，有四个以至十几个连在一起。傍晚，太阳
平西时候，你只要仁立街头，就能见到一辆接一辆自行车形
成湍急车流。



东北年俗

东北人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也就特别多。

吃带硬币饺子交好运

过年吃饺子是北方人习俗。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习惯。大
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一定要吃饺子，在众多饺子中只包上
几只带有硬币（现在人们讲究卫生，就用花生或其他果仁来
代替。），谁吃到这样饺子就预示着在新一年里会交好运，
有吉祥之意。

此外，东北人在初五这天一定要吃饺子，也称“破五”，就
是把饺子咬破，寓意将不吉利事都破坏，有驱灾避邪之意。

陕西年俗

春节民俗，在全国各地大同小异。陕西民风古朴，春节带有
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岁首。古代“年”不是在腊月二
十九或者三十，而是在“腊日”，即后来“腊八”。南北朝
以后才把腊祭移至岁末。到民国时，改用阳历，才把阴
历“年”叫作“春节”，因为春节？般都在“立春”后，因
而称其为春节。

各地春节食品

北京：老北京人，特别讲究“过年”饮食，从这首：“小孩
儿小孩儿你别馋，过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
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炸
豆腐，二十六、炖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民谣就可以知道北京在春节期间食品有多丰富。民谣中列举
腊八粥、炸豆腐、炖羊肉等等，都是春节老北京美食。



上海：上海人大年初一吃汤圆、年糕、蜂糕、米糕、云片糕
等，寓言“年年高”、“步步登高”。另外，吃黄豆芽（也叫
“如意菜”）象征万事如意，吃发芽菜（用蚕豆泡发）寓意
发财。

东北：东北地区人进入腊月后会先杀一头猪，请村里人吃一
顿，以示庆祝。然后再包粘豆包、做豆腐。粘豆包多由大黄
米作皮包上豆馅制成，几乎家家都做，多则上百斤，少也有
几十斤，可以吃上一个冬天。大年初一和初五吃饺子。

豫南：豫南一带除夕年夜饭吃到午夜，当新年钟声敲响时候
再端上一盘鱼，以示年年有余。初一早上，又将饺子和面条
同煮着吃，面条代表钱串子，为发财之意。

湖南：湖南人除夕会吃鸡、肉、鱼三样。鸡要求是雄鸡，将
其整只清炖，装盘时要让其头昂起；鱼要选用白鲢，将其炖
好后再在上面撒满红红辣椒粉，象征年年有余、五谷丰登。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篇二

“圣诞节”这个名称是“基督彌撒”的缩写。彌撒是教会的
一种礼拜仪式。耶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我们把它当作耶苏的
诞辰來庆祝，因而又名耶诞节。这一天，世界所有的基督教
会都举行特別的礼拜仪式。但是有很多圣诞节的欢庆活动和
宗教并无半点关联。交换礼物，寄圣诞卡，这都使圣诞节成
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图把异教徒的风俗习惯基督教化的措施之一。后来，虽然大
多数教会都接受12月25日为圣诞节，但又固各地教会使用的
历书不同，具体日期不能统一，于是就把12月24日到第二年
的1月6日定为圣诞节节期(christmas tide)，各地教会可以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在这段节期之内庆祝圣诞节。自从12月25日被
大多数教会公认为圣诞节后，原来1月6日的主显节就只纪念
耶稣受洗了，但天主教会又把1月6日定为“三王来朝节”，



以纪念耶稣生时东方三王(即三位博士)来朝拜的故事。随着
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圣诞节已成为各教派基督徒，甚至广大
非基督徒群众的一个重要节日。在欧美许多国家里，人们非
常重视这个节日，把它和新年连在一起，而庆祝活动之热闹
与隆重大大超过了新年，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12月25日的
主要纪念活动都与那稣降生的传说有关。

耶苏的出生是有一段故事的，耶苏是因着圣灵成孕，由童女
马利亚所生的。神更派遣使者加伯列在梦中晓谕约瑟，叫他
不要因为马利亚未婚怀孕而不要她，反而要与她成亲，把那
孩子起名为“耶苏”，意思是要他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來。

当马利亚快要临盆的时候，罗马政府下了命令，全部人民到
伯利恒务必申报戶籍。约瑟和马利亚只好遵命。他们到达伯
利恒时，天色已昏，无奈两人未能找到旅馆渡宿，只有一个
马棚可以暫住。就在這时，耶苏要出生了!於是马利亚唯有在
马槽上，生下耶苏。后人为纪念耶苏的诞生，便定十二月二
十五为圣诞节，年年望彌撒，纪念耶苏的出世。

圣诞节便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纪念耶苏的诞生，但真实的诞
生日就沒有人知道了。十九世紀，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
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流行起來了。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篇三

1. 手机送你一颗吉利彩蛋，愿你平安常伴;送你一只吉利鸟
儿，愿你事业飞黄腾达;送你一只吉利兔子，愿你求名求利幸
福不止!祝你复活节快乐!

2. 甩掉愁烦苦恼，复活对生活的快乐之心;学会浪漫制造，
活对爱情的激情之心;面对挫折困难，复活对工作的进取之
心;一声问候送到，复活对你情谊之心。朋友，祝你复活节快
乐!



3. 双耳同听神话语，禾苗有口赞美主，十架流血化救恩，启
示天国多弟兄，千禧散喜富无盖，水来草盖两人合，有水有
草两相愿，猜七个字以表我心意!

4. 思念复活，我开始思念你，手机复活，号码你还在这里，
短信复活，问候成章顺理，亲爱的，收到的话，爱情复活，
记得回复我哦!

5. 思念颇多，无法诉说，唯有借短信寄托;岁月如梭，知己
难得，友情延伸如长河;用心祈祷，健康安好，祝你复活节美
好!

6. 岁月的沧桑使容颜已改，社会的历练使纯真不再，人生的
坎坷使理想破灭，心头的烦恼使快乐离开。复活节到了，愿
你找回自我，找回青春，找回理想，笑口常开!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篇四

拜年是中国汉族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
达美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拜年一般
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
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
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
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
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
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
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
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
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
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



专……”。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
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
‘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

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
《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
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
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
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
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
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
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
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
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
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时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
现如今的人们除了沿袭以往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
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英语春节手抄报内容篇五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到
正月十五，也有的从腊月初八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底，其中
以除夕和大年初一为高潮。春节时间延续长、地域跨度广，
节日活动丰富，是我国最重要、最隆重，也是历史最悠久、
最热闹的传统节日。

中国农历年的岁首称为春节。是中国人民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也象征团结、兴旺，对未来寄托新的希望的佳节。据记载，
中国人民过春节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很
多说法，但其中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春节由虞舜兴起。
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
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做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
的这一月叫元月。

但是，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
正月，商朝用腊月(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
月为正月，汉朝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
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
为一岁之首，以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
中国一直沿用夏历(阴历，又称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
长达2080年。

春节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
“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
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
为“元辰”、“元日”、“元首”、“岁朝”等;到了唐宋元
明，则称为“元旦”、“元”、“岁日”、“新正”、“新
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宣布废除
旧历改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并决定以公元1912年1
月1日为民国元年1月1日。一月一日叫新年，但不称元旦。但
民间仍按传统沿用旧历即夏历，仍在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
月初一)过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有鉴于此，1913年
(民国二年)7月，由当时北京政府任内务总长向大总统袁世凯
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
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
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
假一日。”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
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施行。自此夏历岁首称“春
节”。中科院天文学家：中国现行春节只有“97岁”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
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24节气的“立



春”恰在农历年的前后，故把阳历一月一日称为“元旦”，
农历正月初一正式改称“春节”。

地球绕太阳一周，历法上叫一年，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但
是，人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节气的不同，就以夏历正
月初一为一年的岁首。每年农历十二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
半夜子时(十二点)过后，春节就算正式来到了。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春节庆祝活动更为丰富多彩。不仅保留
了过去民间习俗，剔除了一些带有封建迷信的活动，而且增
加了不少新的内容。使春节具有新的时代气息。1949年12
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规定每年春节放假三天。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过新年的形式各有不同。汉
族、满族和朝鲜族过春节的风俗习惯差不多，全家团圆，人
们吃年糕、水饺以及各种丰盛的饭菜、张灯结彩，燃放鞭炮，
并互相祝福。春节期间的庆祝活动极为丰富多样，有舞狮、
耍龙的，也有踩高跷、跑旱船的。在有些地区人们沿袭过去
祭祖敬神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平安、丰收。古代
的蒙古族，把春节叫做“白节”，正月叫白月，是吉祥如意
的意思。藏族是过藏历年。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是过“古尔邦节”。春节也是苗族、僮族、瑶族等的盛大节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