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年手抄报内容 新年手抄报简
单(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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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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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手抄报内容篇一

在湖南大年初一早起，人们先拜天地、家神、尊长，然后出
门拜年。称为“拜年无大小”。湖南人除夕会吃鸡、肉、鱼
三样。将其炖好后再在上面撒满红红的辣椒粉，象征年年有
余、五谷丰登。大年初一会由一家之主准备早茶，将鸡蛋，
爆米花、红枣、白糖同煮。鸡蛋以圆为佳，象征全家团圆；
爆米花象征鱼米丰收、五谷丰登；红枣、白糖象征生活甜蜜、
幸福。

河南

在河南，正月初一，家家即早起床，更换新衣，洗涮完毕，
首先燃放鞭炮，拜祝先祖遗像。接着，晚辈向长辈拜年，长
辈要给晚辈“压岁钱”。全家人吃过年饺子，随后开始到亲
友家拜年。旧时拜年一般多由家长带领，先拜长辈近族、邻
友，以后再去远处各家。各家为接等贺年客人，家里常备烟、
茶、瓜子、花生、糖果等。

江西

在江西，年夜饭需要煮一桌丰盛的饭菜，而且不会吃光，那
意味着“年年有余”。在开饭之前，必须把筷子放在摆好的
饭碗上，每个碗倒上几滴茶，由家中年纪最小的人叫：太公



太婆、爷爷奶奶回家过年(被叫的人应该都是已经故去了的)，
然后将各个碗中的茶到掉，请家里年纪最大的坐上席后，大
家才能动筷子。在有说有笑的过程中，大家享受着最丰盛的
年夜饭，过后，大人照例要给老人和小孩发压岁钱，并要求
小孩将压岁钱放在枕头下，以企求岁岁平安。

山东

宁阳县春节吃馄饨，称为“填仓”，黄县、蓬莱一带，春节
早起要照虚耗。由女主人手持红烛，把家中各个角落照一遍，
意思是以光明驱逐黑暗，然后将年前以面粉做成的各种窗花
放在窗台上。小孩子起床后，要攀着门拴打三个秋千，据说
可以长得快。胶东旧时还有初五“送穷”的习俗。当天祭拜
年，要放鞭炮以示“赶五穷”。

江苏

苏州人除夕在饭内放进熟荸荠，吃时挖出来，谓之"掘元宝"，
亲友来往，泡茶时要置入两只青橄榄，谓之喝"元宝茶"，恭
喜发财。武进人年初一早晨，将先祖画像悬挂中堂，供上茶
果、年糕，一家老小依次行拜年礼，谓之"拜神影子。"他们
扫地不许从家里往外扫，惟恐把"财气"、"如意"扫了出去。
江宁人有春节"打神鼓"之习俗，由大旗开路，锣鼓手浑身使
劲地擂鼓助兴，初三"打夜鼓"、初七"上七鼓"，十三至十五
打"赤膊鼓"。南通人有在家门口或堂前插芝麻秆、冬青、柏
枝的习俗，取意生活开花节节高，长年青翠。淮阴人还有初
六给孩子"烤头风"之习俗。是夜带孩子到田头空地点燃火把，
为孩子驱除病邪。

安徽

在安徽，除夕的年夜饭是全年最丰盛的一餐。皖北人吃饺子，
皖中和皖南人则在吃饭前要放鞭炮、贴春联、祭祖。祭祖仪
式相当讲究，先上菜，菜要10碟，必须有鸡有鱼。饭后，全



家人围在一起，边吃瓜子、花生、糖果边聊天，直到天明，
这就是“守岁”。年初一清早起床后，开门要放鞭炮，祭天
地，有的地方称“接门神”。家人团拜，互相祝贺，吃枣、
栗、茶叶、鸡蛋、长寿面，然后出门向其他长辈们拜年。初
一这天不能扫地，茶水也要倒在专备的盆中，不泼出门，意
思是不把财气扫(泼)出去。这天一般不劳动，因而有“赶忙
三十夜，清闲初一朝”的说法。

浙江

乌程县元旦以长竿束草于上，点火燃烧，并敲锣打鼓，称
为“庆田蚕”。又点天灯于竿上，直至三月三日止。宁波元
旦祭祖后要吃豆粥，晚上要关门前，再点一次“关门炮”。
绍兴新年以“茶碗茶”待客，里面还要加上橄榄和金桔，同
时用茶叶蛋待客，称为“捧元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