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实用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
篇范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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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试笔(选一)——(明)陈献章

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争遗草茅知。

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

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

丁卯元日——(清)钱谦益

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屏居。

奉母犹欣餐有肉，占年更喜梦维鱼。

钩帘欲连新巢燕，涤砚还疏旧著书。

旋了比邻鸡黍局，并无尘事到吾庐。



田家元旦——(唐)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元日(玉楼春)——(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元旦并非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么现
代元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说起来就跟孙中山有关了。

辛亥革命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
统计”，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发布《内务部关于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的通谕》：“现奉孙大总统谕，中华民国
采阳历，期于一新耳目，与世界各强国共进文明，即以十一
月十三日改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日”，并要求“出示晓谕军民
人等一体遵照毋违”。

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
京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从此，中国开始使用阳历纪



年，并称阳历1月1日为“新年”。

那么问题来了，阳历1月1日用了“新年”的名字，农历的正
月初一该怎么办，总不能也叫“新年”吧？后来，想了
个“春节”的名字，并经袁世凯批准施行，圆满解决了正月
初一的烦恼。

尽管政府大力推行新历，但是在新旧二历并存的民国初期，
老百姓还是习惯用旧历，只有政府、学校、报馆等单位和机
构使用公历。所以，元旦和春节一度被戏称为“民国之新
年”与“国民之新年”。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三

改变人生奉爱心 字 牵

芳心系孤帆 字 市

两岸三通系孤帆 字 蜚

大悦 词牌 天下乐

语无休止 称谓 道长

林下休闲 字 们

弋 会议简称 省人代会

漂亮女人不轻浮 教职工名 庄丽

雕栏相望心伤别 教职工名 周兰

鬼脸儿刀真快 教职工名 杜兴利

要比四号字大点 称谓 小三



只盼夫君回入洞房 数学名词一 内切圆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四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最新）

国庆节假期结束，元旦节准备到来，看着手抄报上面空空的
内容，不知道怎么填充，怎么办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
理的关于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
吧!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
其实正朔元旦之春。”

元旦为什么叫元旦：字面意思很有寓意

元旦，又名元日、无朔、无辰、元正等，含有一年之始的意
思。因为“元”本义是“人头”，引申为“始”。“旦”的
本义也是“始”。据宋《梦梁录·正月》中记载：“正月朔
日，谓之元旦，欲呼为新年。”元旦，即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
“新年”，是公历新一年的第一天。元，谓“首”;旦，
谓“日”;“元旦”意即“首日”。

7020年前，古埃及人经过长期观察，发现每当天狼星和太阳
一同升起时，尼罗河水立时上涨，且与下次涨水时间总是相
隔约365天。古埃及就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
称“涨水新年”，这可能是元旦新年最早的由来。公历采用
公元纪年法，是从“耶稣降生”的那年算起的，这与的兴盛
密切相关。

话说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
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
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
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



尧对舜说：“元旦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
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
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
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
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
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将金如意、糖、花生、枣和栗子等包
进馅里。吃到如意、吃到糖的人，来年的日子更甜美，吃到
花生的人将健康长寿，吃到枣和栗子的人将早生贵子。

有些地区的人家在吃饺子的同时，还要配些副食以示吉利。
如吃豆腐，象征全家幸福;吃柿饼，象征事事如意;吃三鲜菜。
象征三阳开泰。台湾人吃鱼团、肉团和发菜，象征团圆发财。

饺子因所包的馅和制作方法不同而种类繁多。即使同是一种
水饺，亦有不同的吃法：内蒙古和黑龙江的达斡尔人要把饺
子放在粉丝肉汤中煮。然后连汤带饺子一起吃;河南的一些地
区将饺子和面条放在一起煮，名日"金线穿元宝"。

饺子这一节目佳肴在给人们带来年节欢乐的同时，已成为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的北方冬季天气寒冷，昼短夜长。从元旦开始，农闲的
百姓杀猪宰羊，盘腿坐在土炕上，聊聊家常，不干活，不出
门，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因天气寒冷，东北元旦饮食主要
以冻品、腌菜、乱炖为主。像冻饺子、酸菜炖粉条、腌雪里
红等都是元旦必备的食物。

南方元旦的习俗则偏向于“雅”。在江浙一带，元旦时节把
竹竿束于草上，点火燃烧，称为“庆田蚕”。绍兴元旦会
用“茶碗茶”待客，有的还要放入橄榄和金桔，称为“捧元
宝”。



在福建，闽音“春”与“剩”相同，元旦吃饭时要在米饭上
插上红纸做的花，俗称 “春饭”。春饭是 “年年有余”的
象征。在广东，元旦拜年时，长辈会以红包或柑橘赏给晚辈，
也是吉祥如意，来年结余的象征。

在宝岛台湾，元旦这一天全家老少都要围在一起聚餐，餐桌
上摆放火锅，这叫做“围炉”。参加“围炉”的人，桌上的
每样菜都要品尝，也要象征性地喝酒，以讨来年红红火火。

每年的1月1日为元旦，是新年的开始。“元旦”是合成词，
按单个字来讲，“旦”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的.“日”下
面的“一”字表示地平线，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象
征着新生，是一种对冉冉升起希望的寄托。

小孩子新年要吃冰糖葫芦，象征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文俗
方面：扭秧歌、踩高跷，东北二人转，都会在庙会上接连表
演。天津剪窗花，贴对联，文娱活动应接不暇。山东在元旦
这一天学生向孔子神像拈香祭拜，以期待来年金榜题名。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五

1.时光华丽丽地来到了20xx年底，友情的温暖一直存留在心
底，把千般万种的祝福都浓缩到你眼底，愿快乐好运全握在
你手底。提前祝元旦快乐！

2.寒冷的冬天悄然流逝，多变的是天气，不变的是心情！愿
淡淡的寒气轻拂你一生的疲惫，飒飒的北风传递我衷心的挂
念。元旦快乐！

3.因你缺钱，送给你崭新一“元”；因你演戏，送给你妆扮小
“旦”；因你笨拙，送给你眼勤手“快”；因你悲伤，送给
你欢欢乐“乐”；因你全无，送给你我的全部：元旦快乐！

4.元旦佳节兮，聚天地之欢乐，展山川之喜庆，于雪飞中送



吉祥之问候，在风舞里赠平安之祝福，愿君新年出门遇贵人，
行大运，恭喜发财。

5.元旦佳节锣鼓喧，迎来新年心喜欢。红梅艳艳报喜来，新
年晚会明星艳。亲朋好友齐聚会，美酒佳肴桌上端。穿上新
衣会亲戚，眉飞色舞拜新年。祝你元旦心情好，幸福喜事不
会断！

6.辞旧迎新元旦到，祝福赶忙报个到，快乐进入人生道，幸
福惬意心里倒，事业登上好运岛，生活舞出吉祥蹈，元旦到，
愿你福到，运到，开心到，元旦快乐！

7.元旦到，许心愿：愿你事业高升金钱花不完，万事如意一
生永平安。爱神也会把你恋，生活美满心也甜；喜神陪伴你
身边，祝你天天展笑颜！

8.谱不出雅韵，吟不出诗句，抄不来思念，借不了神笔，转
不动经轮，写不下美文，但灿烂的新年就要来到，真诚的祝
福依然要送给你：提前祝元旦快乐！

9.北风呼呼雪花飘，转眼元旦又来到。举国欢庆佳节日，思
念之情多几重。为解心结发短信，短短几行情难诉。愿你快
乐无极限，幸福安康生活美！

10.元旦就来到，我的祝福到，天天开心笑，日日数钞票，老
板对你笑，加薪给红包，美女抛绣球，专打你发梢，躲都躲
不掉，逃也逃不了，新年快乐！

11.一夜春风到，元旦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报福来报。冬
雪静静飘，祝福悄悄到。快乐在你身边绕，好运相伴不会少，
幸福吉祥把你抱。

12.不知不觉到元旦，短信一条送祝福，快乐幸福没有边，吉
祥如意随你选，生活美好事业甜，好运连连永不断，情谊长



存你和我祝福彼此在心田！

13.冰在水上，云在风上，朋友要记在心上。鸳鸯在湖上，蝴
蝶在花上，愿你快乐在我之上。念在脸上，诚在心上，诚心
祝愿写在短信上：祝你新年快乐！

14.奔波一年又一年，道句辛苦了。携手一天又一天，说声感
谢了。走过一程又一程，终点变起点。人生一站又一站，日
子苦也甜。元旦将至，祝你幸福平安！

15.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没怎么关心我，我很生气，特地祈求
老天让你在新的一年里被金山挡住，被银海围住，被快乐砸
中，被幸福缠住。元旦快乐！

16.一份和谐，平平安安，一份安然，快快乐乐，一份深情，
吉祥如意，一份祝福，全家幸福，元旦，圆满结束一年，开
始新的一年，一起努力，再接再厉。

17.奔流的岁月长河，在你我心里冲积出友情的平原。肥沃的.
土地上，盛开出两朵美丽的花，一朵是你，一朵是我，互相
陪伴着迎接新年灿烂的黎明：新年快乐！

18.你是快乐的天使降落人间，给我带来快乐和美好的祝愿，
谢谢你，朋友，我也要把最美丽的祝福送给你，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祝福你元旦快乐，幸福永远！

19.不知不觉到元旦，匆匆而过又一年；云卷云舒情如水，年
末短信来祝愿；月落日出为赚钱，愿你日子如蜜甜；汗水浇
开财运花，大步流星总向前。元旦快乐！

20.元旦踏着新鲜的露珠来了。友情是岁月的翅膀，在新年初
升的太阳中极其绚烂地展开，快乐和好运喷薄而出，幸福悦
耳的祝福将你包围：新年快乐！



21.日月有情迎元旦，山川无阻庆新年。雪里梅花霜里雪，梦
中思念话中行。一束快乐随冬雪，十分好运沾春雨，百般成
功遂你意，万种幸福由你享。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六

1、《田家元旦》

唐·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2、《凤城新年辞》

清·查慎行

巧裁幡胜试新罗，画彩描金作闹蛾；

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

3、《元日·玉楼春》

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4、屠苏酒

明·瞿佑

紫俯仙人授宝方， 新正先许少年尝。

八神奉命调金鼎， 一气回春满降囊。

金液夜六千尺井， 春风晓入九霞觞。

便将凤历从头数， 日日持杯访醉乡。

5、甲午元旦

清·孔尚任

萧疏白发不盈颠，守岁围炉竟废眠。

剪烛催干消夜酒，倾囊分遍买春钱。

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兴偏。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七

“元”有开始之意，“旦”指天明的意思。元旦(new year's
day，new year )便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也被称为“新历
年”“阳历年”。元旦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月之元、
时之元。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
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



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
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
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中国元旦的习俗

由于元旦是在民国年间才诞生的，并是由春节演化而来，所
以，在中国刚刚开始庆祝元旦时，其庆祝的风俗习惯当然大
都是类似于春节，或者说是春节的缩小版。毕竟元旦不是我
国的传统节日，虽然沿用了部分传统的庆祝方式：如燃放炮
竹、杀三生、敬鬼神、拜祭先人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并
不见的会占用多么重要的地位。到了现代，元旦的庆祝习俗
就更简单了。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八

一、元旦的来历：

“元”有开始之意，“旦”指天明的意思。元
旦(newyear'sday，newyear)便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也被称为
“新历年”“阳历年”。元旦又称“三元”，即岁之元、月
之元、时之元。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
以顺农时，从西历”，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而以西历的1
月1日为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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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年法”，
确认新年(元旦)为中国的法定节日。元旦也是世界上很多国
家或地区的法定假日。

二、元旦的庆祝方式有哪些：



元旦的庆祝方式一：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很多国
家都把元旦顶为法顶节日，在元旦这天放假。新中国成立后，
也规定元旦为法定节日放假一天。

元旦的庆祝方式二：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
如元旦联欢会、挂庆祝元旦的标语、或举行集体活动等，以
前就有组织敲锣打鼓、集体跳民族舞的，现在在电视记录片
上还能看到，到科技发展的今天，就演变为联欢晚会什么的
了。近年更是有旅游、聚会等节目，反正元旦这天并没有太
多的传统，在这一天假期了就任人发挥了。甚至，元旦这天
对年轻一代来说只意味着一天的假期。

元旦的庆祝方式三：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就是在以民
间了，尤其是在农村。每到元旦，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炮竹，
杀鸡宰鹅的，拜祭过各方神灵后就是一家人团聚一餐。至于
更为浓重的庆祝方式暂时还没见过。

三、关于元旦的古诗和诗歌：

《如梦令元旦》毛泽东(1930年1月)

宁化丶清流丶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元旦试笔》陈献章



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争遗草茅知。

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

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

《丁卯元日》钱谦益

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屏居。

奉母犹欣餐有肉，占年更喜梦维鱼。

钩帘欲连新巢燕，涤砚还疏旧著书。

旋了比邻鸡黍局，并无尘事到吾庐。

《新年作》刘长卿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守岁》杜甫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



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

《元日》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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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手抄报文字内容篇九

大约在公元5万年前，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已由游牧变成农耕，
定居在尼罗河的两岸，他们的农业能否收成与尼罗河发洪水
有很大关系。古埃及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的泛滥
时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每次都把这个时间记录在竹竿上，
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罗
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天狼星
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一
年的开始定为这一天。这便是元旦最早的由来。下面是本站
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元旦的传说故事，欢迎阅读。

元旦在我国汉语中是一个合成词，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
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
的青铜器上有旦的象形字了。

每年公历的1月1日，人们称它为“元旦”，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汉语里，“元”是开始，也就是第一;“旦”是一天或
早晨的意思，两字合称就是指新年的第一天了。但这从一开
始就并不是固定的。

有个传说，是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
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
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



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
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
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
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
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
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历代皇
朝都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
门对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
祭祖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
火”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
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
旦庆贺情景。

在民国以后虽然定1月1日为新年，当时只有机关、学校以及
外国经营的洋行大商号等才放假1天，老百姓并不承认，仍延
承古时旧习以农历初一为新年，因此老北京的街市上与民间
均没有什么欢庆活动。解放后将1月1日岁首改称为“元旦”
节后，政府仍按照几千年来使用的农历历法按农时节令，在
立春前后冬闲时期的“春节”放假三天，民间办“庙会”等
欢庆，传承百姓的心愿和千百年的民俗。

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
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
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
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
《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的《扬都赋》中称
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
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