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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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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二

在很久很久以前，古埃及人们定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
作跟尼罗河的水源紧密相连，但是每年尼罗河都会发生洪涝
灾害，古埃及人们就开始长期的观察，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
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
中得知两次泛滥时伺之间大约相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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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好是太阳
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
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便是元旦的由来。

年年辞旧岁，岁岁迎新年。元旦节，这个一年一度令人释怀、
兴奋的日子，对于我，自懂事的时候起，似乎就没有过个什
么鲜样来，以往这时候发生过什么，脑海里象个抽空的瓶子，
没有一点印象。

初一描写元旦节的作文：开心过元旦元旦又快到了，这是我
们在小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元旦节了。为了让我们有一个难忘
的元旦，我们六年级决定举行一个诗歌朗诵赛。老师说，这
次诗歌朗诵的主题就是赞颂我们的祖国。...

xx年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为奥运、为升学、为离别我和朱家
正等一些同学一起在朱容千惠家度过了一个重要的，难忘的
元旦。一到她家，她就告诉我一个重要节目：给男生扎辫子，
这是在他家玩得最让人难忘的游戏了，我现在还记忆犹新。

元旦是我心中喜，元旦是我百日盼。元旦是我最佳节，元旦
是我心中乐。自强小学四年级:黎周洪...

关于元旦的作文12月31日，寒风阵阵，寒气逼人。但在花园
小学的校园里却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滕。一年一度的庆元
旦联欢会正在举行。走进四二班教室，这里花花绿绿，张灯
结彩。



时光就像一条永不停息的小河，匆匆地从人们身边流过。它
走的是那样快，不知不觉中，一年365天的光阴就在我上学放
学的跑步声中远去了。能不叹息时间的流速吗?一个值得回忆
的xx年匆匆地走了，我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岁月，开始了我的
又一段旅程...

小学欢庆元旦作文:欢庆元旦再过两天就到20xx年的元旦了，
今天上完第一节课后我们班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你看老
师学生同动手，一起来装点我们的教室：五颜六色的气球吹
起来，多彩的拉花挂起来，漂亮的图画贴起来，同学们有的
动手擦桌...

一年一度的联欢会终于又来了，同学们都带着零食一起来到
我们装扮的五彩缤纷的教室里。我也找到了一个好座位，就
把零食放在桌子上，这时候，班主任杨老师说：“同学们都
不要独食，要和大家一同分享!”紧接着，我们就马上交换起
零食来……联...

年年辞旧岁，岁岁迎新年。元旦节，这个一年一度令人释怀、
兴奋的日子，对于我，自懂事的时候起，似乎就没有过个什
么鲜样来，以往这时候发生过什么，脑海里象个抽空的瓶子，
没有一点印象。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三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
一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
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
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
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
（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
（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
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
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
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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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
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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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
“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
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四

新加坡，元旦起个大早，高高兴兴的从长辈那里拿“红包(压
岁钱)”。新年里有个社团组成的舞狮、舞龙队沿街表演。男
女老幼穿着盛装，带上礼品走访亲友。过年时，人们爱吃油
炸糯米和红糖做成的甜年糕。

在英国，公历元旦虽没有圣诞节那样隆重，但在除夕夜和元
旦，还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开展种种庆祝活动，以示送旧
迎新。英国人在除夕的深夜，常带上糕点和酒出去拜访，他
们不敲门，就径直走进亲友家去。按英国人的风俗，除夕千
夜过后，朝屋里迈进第一只脚的人，预示着新的一年的运气。
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黑发的男人，或是个快乐、幸福而富裕
的人，主人就将全年吉利走好运。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浅黄
头发的女人，或是个忧伤、贫穷、不幸的人，主人在新的一
年中将遭霉运，会遇上困难和灾祸。除夕在亲友家作客的人，



在未交谈前，要先去拨弄壁炉的火，祝福主人“开门大吉”。
英国的新年庆祝活动大都在除夕火夜举行，“迎新宴会”，
便是其中之，这种宴会分“家庭宴会”和“团体宴会”两种，
宴会通常从除夕晚上8时开始中直至元旦凌晨结束。宴会上备
有各种美酒佳肴和点心，供人们通宵达量地开怀畅饮。午夜
时分，人们打开收音机，聆听教堂大钟的新年钟声，钟声鸣
响时，人们一片欢腾，举杯祝酒，尽情欢呼，高歌《往昔的
日光》。“除夕舞会”则是另一种庆祝活动。由当地的旅馆
和舞会，夜幕降临。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杰到这
些装饰一新的灯光辉煌的舞场，在美妙的乐声中翩翩起舞，
成千上万的人群，还云集到各个广场，围绕着广场中心的'喷
泉和厄洛斯神象，载歌载舞，尽情狂欢。电视台还在广场做
现场直播，让在这家“守岁”的人也共享欢乐。

德国的新年，庆祝时间前后有一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要
摆上一棵枞树和横树，树叶间系满绢花，表示繁花如锦，春
满人间。德国人在除夕午夜新年光临前一刻，爬到椅子上，
钟声一响，他们就跳下椅子，并将一重物抛向椅背后，以示
甩去祸患，跳入新年。孩子们组成乐队，穿上新衣服，拿着
口琴和手风琴，列队在街上吹奏。成年人则手持彩旗，跟在
后面呐喊唱歌，欢庆新年，德国的妇女在新年里要即兴表演
家庭题材的喜剧小品。在德国的农村流传着一种过新年的风
俗——“爬树比赛”，小伙子们顺着光秃秃的树比赛爬高，
第一名被誉为“新年英雄”，以示步步高升。

巴西人在元旦这天，高举火把，蜂拥登山。人们争先恐后地
寻找那象征幸福的金桦果。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找到这
种罕见的果子。他们称之为“寻福”。巴西农村有一个独特
的风俗习惯——便是互相揪耳，人们在元旦见面时，一定要
相互使劲揪住对方的耳朵，表示祝福。

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它的季节和月份是不固定的。在伊
朗，庆贺新年就是庆祝春天到来，往往是在公历3月下旬，过
新年要隆重庆祝一周时间，人们涌上街头生起“篝



火”——“夜火”，然后全家人依次从夜火上跳来跳去，表
示烧掉“晦气”，迎来光明，驱邪灭病，幸福永存。除夕夜
要吃“七道菜”，每道菜的名称都要以字母“s”开头的，以示
吉祥。初一到初三，人们走亲访友，互祝春节快乐。新年最
后一天，全家出游踏青，以避邪恶。

法国以酒来庆祝新年，人们从除夕起开始狂欢痛饮，直到1
月3日才终止。法国人认为元旦这一天的天气预示着新的一年
的年景。元旦清晨他们就上街看风向来占卜：刮南风，预兆
风调雨顺，这一年会是平安而炎热;刮西风，有一个捕鱼和挤
奶的丰收年;刮东风，水果将高产;刮北风，则是欠收年。

在苏格兰的元旦前夕，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放着一些金钱，没
人看守，盗贼和乞丐在这天晚上，看见了也不动分毫。因为
当地风俗，新年前夕，先把金钱放在门外，翌日新年降临，
大清早打开门时，就看见门口有金钱，取其“一见发财”之
意。

在比利时，元旦的早上，农村中的第一件事便是向畜拜年。
人们走到牛、马、羊、狗、猫等动物身边，煞有介事向这些
生灵通明：“新年快乐!”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五

古代中国的元旦并不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元旦。从殷代定农历
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到汉代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曾有
多次反反复复的改变。到民国时孙中山于1月初在南京就任临
时大总统时为“顺农时”、“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
春节，改公历1月1日称为岁首“新年”，但仍称“元旦”。
直到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统一使用“全国年节和纪念日
放假办法”，将公历1月1日规定为元旦节，并决定全国在此
节放假一天。同时为区别农历和公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
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前后，因此改农
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



元旦的笑话

一个鸡蛋去茶馆喝茶，结果它变成了茶叶蛋;

一个鸡蛋跑去松花江游泳，结果它变成了松花蛋;

一个鸡蛋跑到了山东，结果它变成了鲁(卤)蛋;

一个鸡蛋无家可归，结果它变成了野鸡蛋;

一个鸡蛋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倒在地上，结果它变成了
导弹;

一个鸡蛋跑到人家院子里去了，结果它变成了原子弹;

一个鸡蛋跑到青藏高原，结果它变成了氢弹;

一个鸡蛋生病了，结果它变成了坏蛋;

一个鸡蛋嫁人了，结果它变成了混蛋;

一个鸡蛋跑到河里游泳，结果它变成了核弹;

一个鸡蛋跑到花丛中去了，结果它变成了花旦;

一个鸡蛋骑着一匹马，拿着一把刀，原来它是刀马旦;

一个鸡蛋滚来滚去，越滚越圆，结果就变成了圆蛋--元旦快
乐!

庆祝元旦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六

中国的元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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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萧子云的《介
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
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
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
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
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
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
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
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
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
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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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