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年俗的调查报告 年俗调查报
告(大全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怎样写报告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报
告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范文，希望
大家能够喜欢!

年俗的调查报告篇一

一、 调查背景：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小时候，爱过春节是因为彩色
的糖果和美丽的新衣服，而现在我更爱那独特的人文年俗年
文化。那么我的家乡的人们是如何过春节的呢？为了更好了
解这些特色文化，我特意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下面是关于
年俗年韵年文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概况。

1. 调查时间：20xx年2月18日——20xx年2月20日

2. 地点：汨罗市弼时镇坪塘村

3. 调查人：王伊凡

4. 调查方式：对亲戚邻居进行走访，同时在互联网上查找资
料

5. 调查内容：对走访人家过年期间的风俗习惯进行调查

二、 总体状况及分析：

地念着联上的字。我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喜庆的春联，



据说贴春联关乎新年运程，可以讨个吉利。除了春联，我家
大门上还贴了两个大大的“福”字，可是这“福”字怎么倒
着贴呢？原来啊，将“福”字倒贴，是取其“倒”和“到”
的谐音，意为“福到了”。尤其是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
之意，须贴得端正。贴完春联和“福”字后，我和爸爸、妈
妈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我向他们说了新年好，这时候，爷爷
奶奶给了我一些糖和红包。我有些不解地问爸爸：“为什么
晚辈要向长辈拜年呢？”爸爸回答道：“古时‘拜年’一词
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辈拜贺新年、问候新年安好等内容。遇有
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
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
外，又兴起了礼仪电话拜年等。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
来，穿戴整齐后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因各地习俗不同，
有些地方初二拜年。”

拜年时，我发现晚辈给长辈拜年后，长辈可将准备好的压岁
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压住邪祟，因为“岁”
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可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所以，
“拜年”是必不可少的年俗。

大年夜晚上，一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丰盛的菜肴。桌
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鱼和火锅，鱼寓意着“年年有余”，火锅
则代表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大人们高谈阔论，小孩们烟
花齐放，一直要到凌晨，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就是“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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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守岁”富含了既
有对逝去岁月的惜别之情，又有对新年寄予美好希望之意。

大年初一，热闹的锣鼓声又为节日增添了一份喜庆。原来是
舞狮的队伍前来助兴，精彩的表演让人看得拍手叫好。狮子
为百兽之尊，给人以威严、勇猛之感。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
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所以人们



逐渐形成了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及其他重大活动里舞狮的习
俗，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所谓年俗根据各地区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有一共同点
就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将喜庆与激情深深融入年俗中。站
在新年这一雪白的起跑线上，真诚地道一声：“新年,你
好！”

年俗的调查报告篇二

春节是中国最传统、隆重的节日，也是历时最久的。从腊月
二十三的祭灶王爷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红红火火地让人热
闹了一个月。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
多彩。其中，那些敬天祭神的迷信内容，已逐渐被淘汰，而
那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内容，像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包
饺子、燃爆竹、除夕守夜、拜年等习俗至今仍很盛行。

1.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这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
上，与家老小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炎
黄子孙至今仍很重视的年俗。待第一声鸡啼之后，新的一年
开始了，男女老少均着节日盛装，先给家族中的长者拜年祝
寿，然后走亲串友，相互道贺祝福。此时的神州大地，处处
闪光溢彩，从初一到十五，人们一至沉浸在欢乐、祥和、文
明的节日气氛中。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吃过年夜
饭，围炉闲聊，辞旧迎新，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
夜守岁，屋外时鸣鞭炮，室内围炉团坐或者看电视，笑语连
连。

2.放鞭炮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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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为中国特产,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现在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放爆竹可以创造一种喜庆气氛，
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它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3.贴福字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
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现在的解释是幸福，而在过去则指
福气、福运。春节贴福字，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寄托了
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民间为了
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
幸福已倒福气已到。

4.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
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
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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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
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
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短信拜年和电话拜年等。

5.吃饺子

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人们的欢迎，民间有



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饺子成为春节不可缺少的节目食品，
究其原因：一是饺子形如元宝。人们在春节吃饺子取招财进
宝之音，二是饺子有馅，便于人们把各种吉祥的东西包到馅
里，以寄托人们对新的一年的祈望。在包饺子时，人们常常
将如意、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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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到钱的人，预示着来年会
走财运。

饺子一般要在年三十晚上12点以前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
这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子
为子时，交与饺谐音，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的意思。

6.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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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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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长愉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下。现
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压岁钱的数额从
几十到几百不等，并且日涨船高，好在这些压岁钱多被孩子
们用来购买鞭炮、玩具、图书和学习用品。

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每个地域、每个民族都
有着自己一些独特的风俗，只能等大家有机会了亲自去感受
吧。

年俗的调查报告篇三

我是一个地道的东北大姑娘，生活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十几年，起初，对于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并不在意，但是，自
从在外求学才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



年俗更是差强人意，南北地区差异尤为明显。例如南部地区
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初一不拜年也不走亲戚，统
统等到大年初二才进行。四川地区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
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各
地区的不同风俗文化才勾勒出了一副多姿多彩的民族画卷。
下面是关于东北地区的年俗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概况。

百十个饺子中，只有一个放有硬币，谓之吃到这个饺子的人
主一年诸事顺遂。现在东北人过年，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
传统习俗。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月里禁忌剪
头发，剪头发方娘家舅舅，意思是正月里剪头发对自己的.舅
舅没有好处。新春正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有人讲如果新春
期间做个媒，这不喜上添喜吗？但是在东北地区是不允许的，
做媒有自我倒霉的意思，所以正月里禁止做媒。同时新正月
里也不允许买鞋，买鞋与“买邪”同音也就是说把邪气带回
家里，是不吉祥的预兆。一个正月处处暗藏着年俗“机关”
稍不留意就会中招。初一至初四是禁忌乱用针线的，初五那
天才可以使用，被称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年里的琐碎和
缺憾都缝补起来。在我们这的新春期间，对天气情况也格外
关注，如果初一至初六天气都为晴，那么预示着在新的一年
里六畜兴旺，反之灾祸不断。就这样的一些年俗似乎成为人
们新春的希望，每天都期盼艳阳高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
美好的希冀。

在东北地区的正月期间饮食也有着丰富的含义，正月初三称
为庄稼会，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粮
食满仓。初五被称为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
会财源滚滚，兴旺发达。初七被称为“人七日”这一天吃面
条预示着新的一年里大人小孩身体安康无病痛无灾患。

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一定
要吃饺子，在众多的饺子中只包上几只带有硬币的（现在人
们讲究卫生，就用花生或其他果仁来代替。）谁吃到了这样
的饺子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交好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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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把
饺子咬破，寓意将不吉利的事都破坏，有趋灾避邪之意。一
家人吃过年夜饭后，通常还有一个习俗：吃冻梨。由于东北
天气寒冷，一些水果冻过之后，就另有一番风味。最常见的
是冻梨和冻柿子。据了解，最纯正的是冻秋梨。在北方有一
种梨叫秋梨，这种梨刚摘下的时候又酸又涩，于是人们就把
这种梨采摘下来直接放在树下，盖上一层树叶，经过冰冻之
后的秋梨酸甜可口，果汁充足。冻梨在吃之前要放在水里解
冻，年夜饭后吃这种梨能解酸，消除油腻，正月里不剪头，
剪头会克死舅舅，所以东北人很忌讳这点，没有人会在正月
里剪头，但是反之在二月二，“龙抬头”这表示着二月初二
这天人们剪头就会很吉利，所以在这一天都会争相剪头，讨
吉利。并且，在东北，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有这样一个说法，
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不扫地，就是不愿将好运气，财气
扫走，所以只有等着到了初三才可以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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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
乐”等吉祥话，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访或相邀
饮酒作乐。

这些简单的年俗，在人们不知不觉的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
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生活
创造幸福。此次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来讲，在没做这
个调查报告之前，已经将其抛弃殆尽，因此这次调查报告也
是对自身对待风俗文化态度的一种修正。同时系统的搜集了
东北地区乡村年俗的信息，把我们这朴实的年俗文化变成文
字，以此来激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年俗，关注身边的普通文
化，捍卫乡土文化，避免文化大量流失。



年俗的调查报告篇四

《欢欢喜喜过大年》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品德
与生活》一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第三课的内容，这一课的内容
集开放性、综合性、情感性为一体。以学生最熟悉的传统节
日——春节为教材，本课的内容，源于生活，运用于生活，
和生活息息相关。

1、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春节习俗，并了解家乡过节习俗对生
活的影响，以此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在春节活动中能表现出探究的意识，发现春节活动中的新
鲜事、有趣事。

3、学习搜集与春节活动相关的资料。

4、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春节的技巧。

5、感受过年的欢快和喜悦，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向学生渗透重视亲情、友情的美好情愫。

1、体会春节活动的热闹气氛，感受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烈向
往。

2、懂得文明、安全、快乐过春节的技巧。

教师准备：全国各地过春节热闹场面的课件。

学生准备：搜集有关春节风俗习惯的资料，制作新年贺卡。

播放歌曲《新年好》，师生同唱，营造节日气氛。

/programs/view/p6yzkwuz1n8/



1、出示万年历

2、指导学生从日历中分别找出元旦和春节（农历正月初一）。
引导学生比较元旦和春节在日历中的位置有什么不同。

3、教师小结：（用笔标出公历1月1日），这一天是全世界人
民的新年——元旦。（用笔标出农历1月1日），这一天才是
我们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传统节日——春节（过年）。

师：春节是我国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说一说，你们家是
怎样过春节的？

1、阅读课本74页图片，请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交流：

（1）自己曾经参加过其中的哪些春节活动？还参加过其他哪
些活动？

（2）最喜欢的春节活动是什么？为什么？

（3）师生共同装扮教室。

2、教师小结：春节是我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在春节期间，
全国各地都会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如贴春联、贴福字、剪
窗花、包饺子、舞龙舞狮、举办花灯展、放鞭炮等。只要我
们留心观察，我们会发现更多有趣的活动。

3、庆祝新年

多媒体展示：全国各地祝贺龙年的视频。

师：进了腊月门，人们就忙着置办年货，买新衣服；除夕那
天，人们又忙着扫尘、贴春联；晚上要包饺子、吃年夜饭；
过春节那天，我们穿着崭新的衣服，兜里揣着长辈给的压岁
钱，到各家各户去拜年，真热闹！看来，我们中国人过春节
的习俗可真不少，你知道他们的来历吗？把你搜集到的资料



在小组内交流一下！

年的来历：

压岁钱的来历：

（学生小组交流，教师参与，做适当引导）

1、学生讨论、汇报。

2、教师对学生共性的问题加以引导，如：

买新衣：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不攀比

放鞭炮： 适时进行安全教育

压岁钱：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压岁钱，不乱花

3、教师总结

春节是一个全家团圆、欢乐祥和的节日，我们在尽情享受节
日快乐的.同时，还应尽量消

除一些不安全因素，过一个平安、文明、节俭的春节。

新年到了，做一张“新年贺卡”，送给自己的朋友。

播放音乐：恭喜恭喜

师（结束语）：过春节是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今
天我们不仅仅感受到了春节的快乐，了解了许多有趣的年俗，
还懂得了在这个快乐、祥和的节日里，我们要做个讲文明、
懂礼貌的好孩子，这节课大家的收获可不少，那就让我们在
快乐的歌声中再一次感受春节的魅力吧！



本课的内容，源于生活，运用于生活，和生活息息相关，所
以每个教学步骤都结合现实生活展开。学生学习兴趣很浓，
就是平时知识积累、资料收集方面没有养成好习惯，在课中，
大量的视频展示使学生得到了丰富的感性认识，产生了浓厚
的学习兴趣。

孩子们都是从“好玩”的角度去认识春节，在此基础上，我
结合当地的春节风俗进一步引导学生从生活层面去认识春节。
我在进行这一课教学时，通过网络搜寻了很多关于春节的各
种信息，营造了民主、愉悦的课堂气氛，让学生通过听、说、
看、讨论交流等形式去感受民俗的魅力、体会过春节的快乐。

年俗的调查报告篇五

招远一中

a813班

中西节日习俗文化差异

了解春节和圣诞节的习俗

了解春节和圣诞节的由来

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节日文化的差别

1、了解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每
一个华夏儿女最期盼的日子。了解西方文化圣诞节独特魅力，
让学生较全面地了解与新年和圣诞节有关的知识，从形式上
的过新年到走近新年、研究新年，从中西文化中寻找差异，
进而了解春节和圣诞节的由来、礼节及相关习俗。

2、到超市、饰品屋、节日礼品屋等进行参观、调查、访问，
上网查询有关资料，培养学生收集整理资料并根据资料进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能利用信息技术收集春节和圣诞节的信息。培养学生对收
集到的信息进行处理、汇总和应用的能力。

4、能清晰的说出自己的研究所得和感受，能以一定的形式展
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1、活动前，联系有关人员讲授春节和圣诞节的神话起源、习
俗等相关知识

2、准备一些中西方国家的春节和圣诞节的知识（来源包括图
书、网上）。

3、学生准备各种资料（包括小故事、图片等）

4、准备好外出活动所需的一些设备，如相机等

1、通过开题课，学生讨论得出研究的总课题《春节和圣诞节
民俗》以及研究的3个主题：“春节和圣诞节的由来”、“春
节和圣诞节的习俗”、“中西方文化差异”。

2、根据自己喜欢的主题自由组合，分配好人员，选好各个小
组长。然后由组长带领，明确活动目标、任务和要求，制定
活动计划。

1、按小组开展调查、访问、图片收集、查找资料；实地考察；
分析调查结果并对活动所获得的资料认真做好记录。由各组
组长负责分工完成（访问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等形
式，对象适度含盖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组员根据访问
的情况做好记录）

2、集中交流，合作探究。各小组讨论在活动中的心得体会和
在活动中遇到的问题等。根据活动的体验和小组成员之间的



交流吸取教训，调整方法。

3、整理信息，形成观点。

（一）、春节的传说

（二）、春节习俗

（三）、圣诞节的由来

（四）、圣诞节的习俗

（五）、中西节日文化的差异

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的同学了解春节文化和圣诞节文化，领
略中国和西方文化魅力，理解中西文化节日的差异，让我们
更加热爱我们的节日，春节。节日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相互沟
通和理解的公共世界，传达出这个民族某些共享的文化知识
和它观察生活、了解世界的认知方式，充分显现着一个民族
文化和价值意识的原型。 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历史悠久，一
般来说属于岁时节日。汉族古老的节日多是按照天地时令交
会的节韵确定的，春节就是与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轮转相联系，
它与中华民族“生生之谓易”的生命哲学相关。

圣诞节，是基督教的传统节日，为了庆祝圣经中的耶稣基督
的降生而来，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在发展过程中各种
文化的相互吸收和碰撞，圣诞节的宗教色彩已经不那么重了，
而演变成所有人都可以考虑的喜庆狂欢性质的节日。

其实，无论中国的节日还是外国的节日，它的实质都是老百
姓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自发地过起了圣诞节，无
非是希望自己的生活中更多一些快乐时光。从这点而言，它
就有天然的合理性。更何况，圣诞节所包含的欢乐与祥和，
所包含的对幸福的向往和对他人的祝福，与我们中国人春节



的精神实际上一脉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