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大全8篇)
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
一篇比较优质的报告吗？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一

20xx年xx月xx日

为什么要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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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
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
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之“拜年”。

为什么要贴春联?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桃符是挂在大门两旁
的长方形的桃木板。上面写上“神荼”，“郁垒”二神名，
以驱鬼避邪。

为什么要守岁?

“灶王”一职。玉皇的小女儿也就成了“灶王奶奶”。

灶王奶奶深知百姓的疾苦，常以回娘家探亲为名，从天上带
些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东西回来分给大家。玉皇对此非
常生气，就规定灶王爷夫妻一年只能在腊月二十三回天宫一
趟。

为了能从天上多给人们带些东西回来，灶王奶奶是想尽办法
收罗，今天弄些豆腐、明天弄些肉，后天蒸馒头，大后天打
酒，一直到除夕晚上，才将东西收罗的差不多。为了人们能



过个好年，灶王奶奶连夜赶回人间。家家户户的人们则是一
夜不睡觉，点起旺火、香烛、燃响鞭炮，迎接灶王奶奶返回
人间。

希望通过此篇调查报告，增加人们对于春节的了解。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二

20xx年春节及其前后

我家附近城镇

通过查阅资料、走访亲友、观察周围人的过节方式，了解春
节的民风民俗，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色。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有着极为重要的
地位。然而你知道它的来历吗？在陕西关中一带民间，就流
传着有关春节的神奇传说。

传说，玉皇大帝为了治理人间，就派天宫的弥勒佛下凡。这
事被如来佛知道了，心想：我是佛主，为什么不让我去呢？
于是，就找玉皇大帝论理。玉帝听了，无言可对，只好
说：“商量商量再说吧。”借商量的空子，玉帝便想了个解
围的法子。

他请来弥勒佛和如来佛，将两盆花放在二佛面前，说：“这
两盆花你二位各务一盆，谁的花先开，谁就下凡去管理人间。
”如来佛心眼多，点子稠，知道玉帝一定偏向弥勒佛，因为
他猜到玉帝怕出口之言难收，才以务花为借口来行此事。面
前这两盆花，恐怕玉帝已暗地作了安排，于是也想出个小计
来。他借弥勒佛合目谢恩的机会，悄悄地把两盆花换了个位
置。第二天，如来佛的花就开了，因此弥勒佛只管了一天人
间，这天就是正月初一。传说弥勒佛心善，这天他让人们吃
好穿好睡好，因而正月初一人们就欢欢喜喜，兴高彩烈的过



了一天。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弥勒佛，就把这初春之时，二
佛交接的时刻称做“春节”。

我的家乡处在南方地区，春节的习俗数不胜数，这其中，较
著名的还不少，如蒸年糕、做腊肉、吃圆子、贴对联、放烟
花、拜大年等等。我们一家子都十分重视这个节日，大寒那
天就热火朝天地做起了新年大扫除。擦窗户、洗床单、扫地，
只要能打扫的，就绝对不留一点灰尘。一家人虽然都不停地
忙碌着，但脸上都喜洋洋的，充满了对过年的期待。邻居们
也都纷纷行动起来，只要一打开窗户，随时可以看见对面楼
房晒台上那些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床上用品，以及窗沿下
那令人垂涎欲滴、新鲜美味的腊肠腊肉，真热闹！

此外，春节期间的卖场也是万分火爆，此时人们的购物热情
异常地大，零食、蔬菜、生活用品、烟花爆竹……有钱的买
好的，没钱的也得里里外外换新的，仿佛不花钱就不叫春节。
走进超市，收银台前那长长的队伍似乎永远也排不完，红红
火火的年货大街就不用说了，就连往日人流稀少的化妆品柜、
保健品柜的顾客也多了许多，而且都是大把大把地买，往日
挣钱的辛苦早已被春节的喜庆气氛掩盖得一干二净。我的家
也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年货，食品柜里、冰箱内、茶几上，到
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年货。而烟花爆竹也早已准备好了，就等
着大年三十晚上的美丽绽放了。

盼呀盼，大年三十终于来了，白天，大人们贴对联、购食材，
准备年夜饭，而我们这些孩子，就开开心心地放起各式各样
的鞭炮。等到天色渐黑，年夜饭就快好了。开饭前，大家先
互相口头表达了祝福，然后一起吃晚餐，共度团圆之夜。酒
足饭饱之后，叔叔点燃了烟花，顿时，深蓝的夜幕映现出一
朵朵礼花，宛若天女下凡，流光溢彩，美不胜收。第二天是
大家拜年的时间，人人穿着艳丽，精神饱满，将甜蜜的祝福
送给每一个人。

过年真快乐呀！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是人们心目中最最隆重的节日，对
人们拥有极高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它的每一个习俗、每一个
传说都流淌着浓浓的中国特色。千百年来，它一直根深蒂固
地被人们热爱着，没有一个节日有春节这样隆重，在人们人
的心中有这样高的地位。

我想，春节之所以这样受人们重视，首先因为春节是一个美
好的节日，它带给了人们快乐，给人们送去了温馨的祝福。
其次，它的时间正好处在年关，奔波了一年的人们，看见了
它的到来，就仿佛看见了忙碌的尽头，看见了闲暇的空间，
看见了新一年的希望。而且，春节又是一家团圆的日子，海
外的游子在这一天终于可以投入家的怀抱，真恨不得一年再
多来几个春节哩！最后，春节又象征着万物的复苏、春天的
降临，这意味着一冬的寒冷终于可以烟消云散了，上一年的
烦恼也将随着融化的冰雪消失到九霄云外。综合想来，春节
真是一个意义重大、与众不同的节日啊！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三

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
方式，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
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我们在重庆市各
市区及乡村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
活动，结合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在开展活动之前，根据我们各自的特长及优势结合实际，进
行了分配。

在调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的文化习俗时，我们采取先
农村后城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们发现重庆人的过
年习俗其实和东北人的差不多。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
也特别多。



有民谣道出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
二满街走。

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
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灶---希望“灶王爷”保佑全家平
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糖制
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扫尘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之时，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
统扫出门。在年前将房间里外打扫干净，为一年最大的一次
大扫除，也叫除旧迎新，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春节的准备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最好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一
是喜庆，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时
候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买
猪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锅不够之备，所以要提
前蒸几锅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二
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即指此，也有称二十九把油走，
意指做油扎食品。

置办年货:采购春节用品，如无论家里已经多出多少碗筷，为
了人丁兴旺所以每年春节都要买几个；给孩子买新衣服，以
图喜庆；春节期间出去给长辈拜年的礼物等等。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门心”贴于
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
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
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
俱、影壁中。贴春联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是在二十九或者
三十早上。

贴窗花、挂年画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
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
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
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

福倒（到）了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
小的“福”字。“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福
运”。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都将“福”字倒
过来贴，表示“福倒（到）了”。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
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
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写的就是“福”
字。“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上、商店中均有出售。

请财神

每家为了来年财源广进，春节都要请财神，有的是送上门的，
说是请都要花钱买，但是绝对不能说买。

祭神祭祖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



这些不仅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
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
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连年
有余”相联系。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祭祖也是很重要的，
有传下家谱的就要给祖宗供奉丰盛的祭品、上香，全家男丁
都要祭拜，也有在除夕之夜烧纸送“钱”祭祖，祭祖一般要
到初三结束，在结束前女婿是不允许看丈母娘家家谱的。

守岁与“年夜饭”

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
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
深夜。菜必须要有鱼(年年有余),有鸡(大吉大利)，其他的随
自己喜欢的定。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晚上，
家人团圆，欢聚一堂。

主食是饺子，饺子的说道很多，最好是猪肉芹菜的，要选两
个饺子一个放硬币，一个放糖，看谁能吃到，谁吃到了就祝
福来年一年财源广进，幸福甜蜜。其实这个祝福很好，谁吃
到了都是一家人的服气。饺子煮好了要从锅心涝第一下几个
丢外面去，据说是为了敬给过路鬼魂。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过年摆供，苹果一
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过年还会备很多糖
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所谓“杂拌儿”，就是现在
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闲坐、守岁辞岁时的美
食。

放鞭炮

年夜饭做好还没吃之前要放烟花鞭炮，这是孩子门最喜欢的
节目了。其实烟花春节一般要放两次的除夕和元宵夜，鞭炮
就多了，除夕晚饭和年夜饭前，初一早中晚饭前都要放，还
有逢五的日子，等等。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四

在被问及春节期间全家最大的担心时，很多居民家庭认为开
支大增是过节的最大担忧。

随着物价上涨，不断抬升的春节开支成为居民家庭最担忧的
问题，中年人和老年人比例最大，因为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是
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也过过苦日子，因而感受更强烈。春
节期间的开支增大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较大。 “出行难”
历来是春节期间的焦点问题，无论是归乡省亲，走亲访友还
是外出旅游，首要考虑的就是出行问题。尽管今年xxx门通过
增加运力，加强监管，打击票贩等措施使春运“一票难求”
的现象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今年除夕夜的一场大雪更是为居民出行增加了困
难。改善出行状况同时也是对消费环境的改善，对于居民生
活和消费市场均有重要意义。

对于春节消费市场，居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认为物
价较往年有所提高，节日商品的种类愈加丰富，节日商品的
供货量充足，认为今年商家的打折力度很有诱惑力。

春节商品的丰富种类和充足货源令居民满意。消费范围广，
关注新生事物的年轻人对商品种类更敏感，年轻人认为商品
种类更加丰富;而成熟稳重，更重视传统的中老年人则对商品
的供货量更看重， 既有消费能力同时也热衷于购物的中年人
对商家的打折促销更感兴趣。

最后则是对家人和亲友的祝愿和祈福以及自己新年的愿望：
希望家人及好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心，心情愉快希望全家
人幸福安康，祝所有关心我的人身体健康，快乐; 祝愿祖国
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五

今年寒假期间，我与我的同学就余杭区部分地区春节垃圾的
处理情况做了一番调查，在这十多天的实地调查中，我们了
解了现在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们还询问了一些居民和环保
工作者，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垃圾在人们生活中是必然存在的。仅就生活垃圾来说，杭州
市每人每天要生产一公斤左右的生活垃圾，每人每年就有近
三百公斤的生活垃圾要处理。从整个市区来看，每天将有七
十万公斤垃圾急需处理。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大量垃圾随意
堆放，长期囤积，就会占用土地，产生臭味，造成对大气、
水域和土壤的严重污染，而且导致苍蝇、昆虫及鼠类的滋生，
威胁居民的健康。因此垃圾是城市的一大负担。

但是垃圾处理起来并不容易，春节过年，最辛苦的往往是夜
以继日地工作着的环卫工人们。他们的日常工作本就繁重，
春节期间更是如此。热闹的“鞭炮大燃放”累坏了环卫工人。
大年初我们在街上看到，许多环卫工人正忙着将成堆的鞭炮
屑清理到手推车上。环卫工人们以鞭炮声为令，哪里响，他
们就往哪里“冲”，迅速将燃尽的鞭炮屑清理成堆，一条街
要清理出十几车鞭炮屑。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到，今年春节期
间，许多的环卫工人放弃了休假，全部上岗，加大了干道清
扫保洁力度，加快垃圾处理，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保障重点道路、商业街区和各个公共场所的环境整洁，只为
让我们度过一个整洁、祥和的新春佳节。

通过环卫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我们又了解到春节期间，环
卫工人们人均每天清理的生活垃圾有约400多吨，爆竹残屑共
清运500吨左右，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我们还进行了一段时间内的实地调查。调查发现，社区内整
体环境状况良好，街道上鲜有乱扔垃圾的现象，一条条宽敞
整洁的道路，一处处美丽清洁的街巷，在环卫工人手中梳妆



打扮的俨然成为一幅秀美的画卷。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首先我们明确了社会调查活动的意
义和方法，即：社会调查活动是为了走出教室，直接参与并
亲历各种社会生活，体验性地进行学习，发展实践能力和增
强社会责任感，树立合作精神和为社区服务的精神；其次，
我们了解到了许多有关春节垃圾处理的情况；更丰富了我们
的课外知识。例如，垃圾的种类主要有：食品垃圾、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清扫垃圾等，对不同
种类的垃圾应采用相应的处理方法才行。处理垃圾的主流方
法有三种：卫生填埋（成本低，占地面积大，易造成土壤污
染）、焚烧（成本高，可以用来发电，易造成二次污染）和
堆肥（占地面积大，污染也大，在经济方面不很划算）。

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同样发现了一些问题。

1、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给节日带来了红火与喜庆，但是喜庆
之余也给环卫工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由于燃放不当也引
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身伤害事故。

2、许多居民并未真正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分类，现在居民还把
分类垃圾桶当作普通垃圾桶，街头的分类垃圾箱形同虚设。
市民对垃圾分类标准不清楚也许是导致垃圾分类无法有效施
行的重要原因。调查发现，许多分类垃圾箱里经常都是可回
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以及危险物品混合在一起。打开垃圾
桶后，经常能发现标明“不可回收垃圾”的桶里，却有纸张
有居民反映“即使家里把垃圾分好了，但运的时候还是混在
一起运的”。

3、社区内仍存在许多卫生死角，垃圾总是“躲猫猫”，难以
及时进行处理。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建议。



1、燃放烟花爆竹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在指定区域进
行燃放，燃放时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同时也为了辛苦的
环卫工人们，尽量减少烟花爆竹的燃放。

2、垃圾分类，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需要从自己做起，
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并
倡导垃圾分类。推行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
也是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的象征。

3、对于卫生死角，我们建议死角处最好放一些直角的篮子或
簸箕，或将死角处做成圆弧状，也能起到较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同时也
对我们所生活地区的垃圾处理问题进行了了解，也对环保性
的除理办法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等待我们探究的东西还有
很多。我们要呼吁，我们要倡导垃圾的环保处理方法。这不
仅仅对我们的环境，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同时对我们整个
社会也有着长远的意义。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六

可喜的是不少家长已认识到钱并不是最好的压岁礼物，他们
会选择改送压岁书或给孩子购买邮票、纪念币、字画等富有
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物品。

春节又到了！每一年的春节，最开心的总是我们小孩。因为，
我们在快乐玩的同时总能得到好多满满的红包。随着生活水
平的越来越高，孩子们的压岁钱越来越多。“压岁钱”该如何
“压岁”成为了父母们关注的烦心话题。

2月10日-12日。

家中、邻居家、街头。



小学生、学生家长。

1、你认为钱才是最好的压岁礼物吗?

2、如今压岁钱一般给多少?

3、你认为怎样用压岁钱才最有意义?

4、压岁钱应该由自己支配吗?

1、上网查询

2、电话咨询

3、询问路人

1、大多数人都觉得钱并不是最好的压岁礼物。不少家长和长
辈改送孩子“压岁书”，书中自有黄金屋，也体现了长辈对
孩子们的一片期待。这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2、如今压岁钱一般给600至800元不等。

3、70%的家长认为压岁钱可以用来买一些学习用品。低年级
的同学大部分则想用于购买平时想买又舍不得买的东西；有
少部分同学考虑可以捐出一部分压岁钱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4、绝大部分的意见是由家长来支配压岁钱。有的家长提出，
可由父母和孩子一起管，除了让他们保留适量压岁钱由他们
自己管理，其余的则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账户进行储蓄。这
样既可以增进和孩子的感情，又能让他们学会理财。还有的
家长利用压岁钱给孩子买份保险，从而为孩子的安全、健康
提供一定保障。

现在压岁钱变了味儿，钱数逐年看涨，几十块钱根本拿不出
手，都得几百几百地掏了。可喜的是不少家长已认识到钱并



不是最好的压岁礼物，他们会选择改送压岁书或给孩子购买
邮票、纪念币、字画等富有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的物品。另
关于压岁钱应不应由小孩子自由支配的问题，我觉得可由父
母和孩子共管，大额的建一个储蓄账户，少部分交由小孩子
管理。他们可用于日常购买一些学习用品、为贫困山区的孩
子送上一份爱心、或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购买
节日礼物或生日礼物。这样即利于增强孩子理财的概念，又
培养了他们的爱心。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七

【篇一】关于春节的社会实践报告

（一）研究目的

1、熟悉调查的过程，掌握学习方法，了解独有的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内涵、传统魅力和凝聚力的春节），有利于提高自身
的文化素质好爱国主义精神。

2、将成果广而告之，一次强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并
做好宣传，动员全民弘扬民族文化。

（二）调查方法

主要采用上网调查、个别采访。

（三）调查报告

中国传统的春节给了人们一份浓的难以化开的情，一种经年
酿造的醇厚的味。这就是生养我们的“文化之根”。传统的
春节，融入一种文化的意境、文化的象征，并担负起一种文
化功能：



一、辞旧迎新，打上一个人生的结，分开过去和未来；

二、祭祀，缅怀祖宗之德，继承先人之志，融通天地万物，
祈盼人生幸福；

三、宗亲礼仪往来，安排人生秩序，联络世代亲情，找到个
人定位，担负社会职责；

四、民间娱乐，扩大社会交往，播撒传统文化，宣泄情感之
波，体味人生之乐。

春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蕴藏厚重的含金
矿藏。宋代王安石曾作《元日》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传
统文化的积淀是历千年而不变的，春节固定的风俗习惯，有
许多还相传至今。

1.腊月开始办年货：

据中国传统，踏入腊月，已适宜办年货，除了买腊味、糖果
外，生果亦少不了，其中苹果大吉代表平安大吉，橘子代表
团聚。

2.年二十四谢灶：

在灶头放齐贡品后，便焚香敬拜，心中祈求来年衣食丰足暨
身体健康，之后烧衣及撒酒，将一些汤丸放在灶上，或将麦
芽糖涂放在灶君碑的金漆字上，效果会更佳。

3.年二十八洗邋遢：

年二十八是清理家居的好时机，中国传统来说，这天一家人
都要大扫除，祈求将往年的霉运及不如意通通扫走，而自身
亦要洁净，据说这样做便可以消灾祛病。



4.年三十晚上送年：

年三十晚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这天具有感恩和团圆的寓意。
晚上一家聚首一堂吃团圆饭，都有鸡，有鱼，有菜，吃的丰
富是年夜饭的特色。吃菜时，要由头吃到尾，代表长长久久，
吃鱼则要故意吃剩一些，代表年年有余。

吃过年夜饭之后，长辈要发压岁钱，根据古时的民间习俗，
用红线穿好的一百个铜钱，具有长命百岁的意思，而现在就
用货币代替（钱一定是偶数，以求大吉大利）。

除夕夜人们大多守岁到天亮，为的是祈求双亲长寿。到子夜
十二点整，开始放爆竹，庆祝新一年的来临。

5.正月初一宜祭祖：

年初一祭祖是很重要的习俗。在祖先排位上放一些糖冬瓜、
花生糖及生果等。跟着一家人烧香诚心祭拜及烧衣。祭祖完
毕后，晚辈向长辈拜年，拱手互相恭贺。

此外，年初一不可扫地倒垃圾，相传这样会送走财气，一些
不吉利的话亦不能说，否则这年会不好运，亦尽量不要打碎
碗碟，如果真的不小心打碎了，就是例如碎碎（岁岁）平安，
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等好兆头的话。

6.初二妇女返娘家拜年：

初二是出嫁女回娘家的日子，相传年初一回娘家，会令娘家
变穷，所以要初二才返回。此外，返娘你家拜年不能空手，
必须准备一些贺礼，如糖果或生果等。

7.年初三赤口：

各人留在家中，不出外团拜，恐防招口舌是非。



8.年初四接财神：

话说年二十四送神返天庭，年初四则是诸天神由天界返人间
之时，送神要一大清早就开始，而接神则在初四下午才接。
供品方面，三牲，水果，酒菜要备齐。并要焚香点烛烧金衣，
以欢迎诸神回人间。

另外，还有扫尘：除陈布新把一切穷运晦气通通都扫出门，
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祷。

贴春联：将春联贴在门口，贴够八张，代表由头发到尾。

帖窗花：在窗上帖各种剪纸——窗花，烘托喜庆的节日气氛，
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挂年画：寄托人们喜庆美好的愿望。

春天来临，万象更新，新一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
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迎接这个日子，念一遍寄托新年美好愿望
的句子，这时“福倒了”真的“福到了”！希望在城市里生
活久了的人们在加快生活节奏中还能记得这个宝贵的传统文
化，并将它传承下去。

【篇二】关于春节的社会实践报告

一、实践单位

二、实践时间

三、实践目的

为响应我校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开展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传统文化学习践行活动，弘扬优良社会风
气；拓展学习资源和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生存体
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



四、实践内容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我在饮食、文娱及传统活动等方面对沅
江市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了调查。

1、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九，贴春联；大年三十熬一宿；初
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大年初六，把店开；七不
去，八不归；正月十五，挂灯笼。

2、二十三，打扬尘、送灶神：打扬尘的意思就是大扫除。

一般这类清洁平时是不太做得，但等到要过年的时候，就要
把房间彻彻底底的清扫一遍。湖南话为“打扬尘”。每次，
我家在二十三这一天打扬尘，最重要的事就要擦窗户，尤其
是室外那一侧面。一年积攒的灰尘要在这一天清理的干干净
净，更好的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打扫，就是祭灶神了。家家户户要将灶台、几案、锅碗
瓢盆打扫干净，在灶神像旁贴上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
平安”，并在灶前供上贡品，我家一般用香油，但也有用糖
果之类的。全家大小要在这时行礼许愿。

3、二十四，过小年：关于小年，各地过的时间有些差别。

等大部分地区视农历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等地以二十三为
“小年”，而等地却以正月十五日为“小年”。不过我家的
小年就是这二十四这天。过小年是过年的开幕式，从这一天
开始，喜庆的气氛持续到元宵。从这天开始，餐桌上就会大
鱼大肉不断，一直到元宵过后。

4、二十九，贴春联：春节时张贴对联由来已久。

对联源于古代的桃符。清人所著《燕京岁时记》中说：“春
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街头书写春



联，以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
新。”春联最能体现出春节喜庆的氛围。

5、大年三十熬一宿：全家团圆聚饮，菜肴有余有剩，叫吃团
年饭。

吃饭的时间是不定的，从凌晨到晚上十二点都可以，这段时
间会听到各处都有鞭炮声，表明就是哪一家开始吃团年饭了。

说到这里要讲讲鞭炮了，过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古老的民俗，
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旧时放鞭有两个意思，一是为了驱鬼
迎神、祈祷五谷丰登：二是为了增加节日欢乐的气氛。现在
更多的是增加节日气氛了。

不过现在很多城市禁鞭，无形中削弱了过年的气氛，不过湖
南好多地方过年从来就没有禁过鞭。除夕这天晚上，就要放
三次鞭炮：一次是在吃团年饭时放，意思是告诉人们吃团年
饭了：再一次是在新年钟声敲响是放，意为辞旧迎新；另一
次就是早上开门时放，表示迎来一个崭新的美好的年头。

6、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街坊：这句俗语讲的是大年
初一儿子要携妻带子给自己的父母拜年；而大年初二是一家
人回娘家给岳父岳母拜年：初三初四街坊互拜。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湖南人特别重礼节，常以情
义待人。这几天，街坊邻里们都纷纷走出家门，互祝“过了
一个热闹年”。拜年时，主人会放鞭炮以示喜庆。

7、大年初六，把店开：初六取六六大顺之意，很多商家也会
选在这天开门大吉，以祝愿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财源
广进。同时，一些在外地工作的人也会选择这一天离家外出
工作，民间谚语：“三六九，往外走”，所以这几天民航，
铁路，公路等交通系统人流量会大大增加。



8、七不去，八不归：到了初七初八，湖南人讲究“七不去
（念ke去声，家乡话发音），八不归”’意思是初七不外出，
初八不回家。初八这一天，“八”取“发”之意，工厂上班，
商家营业，一切活动都恢复正常。以后，熟人见面，互
道“请拜个迟年！”

9、正月十五，挂灯笼：正月十五，古称上元节，又名灯节。

有俗语说：“三十夜的火，元宵夜的灯”。元宵观灯多是用
篾扎纸糊的各式灯笼，有的挂于门顶屋檐，有的就是手拿着
去游街了。这一天家家点烛于灶台屋角，户户煮食元宵团。
一到晚上便热闹非凡，不论大人小孩都会手持灯笼上街去赶
庙会、唱大戏、耍狮舞龙、骑竹马等迎春文艺活动，还有猜
灯谜等等，通常是喧闹通宵，故名闹元宵。

其中以舞龙灯最为普遍，乡下的舞龙的队伍是最多的了，民
间认为耍龙可保清吉，所以“龙”所到之处，鼓乐齐鸣，鞭
炮不绝，大家多会赐上一个红包。湖南人拜年、看龙灯、放
鞭炮之外，还有唱花鼓戏，至于正月十五吃元宵这一点全国
各地全都一样吧，就不多说了。

五、实践总结

春节是中华民族阖家团圆的节日，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可
能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
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
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和永远的精神支柱。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相隔遥远的
家人，朋友一年中有很多机会能相见或交流，所以人们对春
节的团圆变得不那么重视了。

但是春节依旧是我心中一个最特殊的节日，在这一段时间内



的团圆似乎更有一种喜庆和吉祥的感觉，或许这其中就包含
了我在每年春节时对于新的一年的祝愿吧。最后，祝大家新
年快乐！

【篇三】关于春节的社会实践报告

实践目的：

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
方式，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
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识，强化社会责任。

我们于xx年1月29日至xx年2月17日期间在xx市各市区及乡村
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
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实践内容：

在开展活动之前，根据我们各自的特长及优势结合实际，进
行了如下分配。xx同学在美食方面比较感兴趣，因此安排他
与xx同学一起在组织活动期间调查传统节日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xx市各市区及乡村的饮食文化习俗。两位同学则负责组织
活动期间调查xx市各市区及乡村的文娱及传统活动。

在调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的文化习俗时，我们采取先
农村后城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们发现大连人的过
年习俗其实和东北人的差不多。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
也特别多。

有民谣道出东北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扫
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
初二满街走。



1.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
新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灶———希望“灶王爷”保佑
全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
芽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2.扫尘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之时，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
统扫出门。在年前将房间里外打扫干净，为一年的一次大扫
除，也叫除旧迎新，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3.春节的准备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一是
喜庆，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时候
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买猪
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锅不够之备，所以要
提前蒸几锅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即指此，也有称二十九把油走，
意指做油扎食品。

置办年货：采购春节用品，如无论家里已经多出多少碗筷，
为了人丁兴旺所以每年春节都要买几个；给孩子买新衣服，
以图喜庆；春节期间出去给长辈拜年的礼物等等。

4.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门心”贴于
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
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



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
俱、影壁中。贴春联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是在二十九或者
三十早上。

5.贴窗花、挂年画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
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
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
其为“窗花”。

6.福倒（到）了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
小的“福”字。“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福
运”。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都将“福”字倒
过来贴，表示“福倒（到）了”。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
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
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写的就是“福”
字。“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上、商店中均有出售。

7.请财神

每家为了来年财源广进，春节都要请财神，有的是送上门的，
说是请都要花钱买，但是绝对不能说买。

8.祭神祭祖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
这些不仅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
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
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连年



有余”相联系。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

祭祖也是很重要的，有传下家谱的就要给祖宗供奉丰盛的祭
品、上香，全家男丁都要祭拜，也有在除夕之夜烧纸
送“钱”祭祖，祭祖一般要到初三结束，在结束前女婿是不
允许看丈母娘家家谱的。

9.守岁与“年夜饭”

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
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
深夜。菜必须要有鱼（年年有余），有鸡（大吉大利），其
他的随自己喜欢的定。在这“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
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

主食是饺子，饺子的说道很多，是猪肉芹菜的，要选两个饺
子一个放硬币，一个放糖，看谁能吃到，谁吃到了就祝福来
年一年财源广进，幸福甜蜜。其实这个祝福很好，谁吃到了
都是一家人的服气。饺子煮好了要从锅心涝第一下几个丢外
面去，据说是为了敬给过路鬼魂。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过年摆供，苹果一
大盘是少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过年还会备很多糖
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所谓“杂拌儿”，就是现在
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闲坐、守岁辞岁时的美
食。

10.放鞭炮

年夜饭做好还没吃之前要放烟花鞭炮，这是孩子门最喜欢的
节目了。其实烟花春节一般要放两次的除夕和元宵夜，鞭炮
就多了，除夕晚饭和年夜饭前，初一早中晚饭前都要放，还
有逢五的日子，等等。



11.初一初二不扫地

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孝感人不扫地、不挑水、不生火，
饭菜都预先弄熟，称为“压岁”。初三才开始挑水，并在井
台边烧纸钱，说是“买水”。门神要在初二取下烧掉。

12.拜年

年夜饭吃完后孩子要给长辈拜年，给爸妈、爷爷奶奶、叔叔
伯伯磕头，然后大人准备红包，成年人也要给父母拜年，祝
福老人长寿、健康。然后就是从初一开始要带上礼物给亲朋
好友等等挨家挨户拜年，要很多天。一般已婚男子携全家除
夕、初一要在父母家过年，初二要到岳父家拜年。也有“初
一不出门、初二拜家庭、初三初四拜丈人”之说。

13.“破五”吃饺子

“破五”吃饺子，承载了人们期盼吉利、幸福的寓意。清晨
起，家家户户放鞭炮，尤其放“二踢脚”被称作“崩穷”，把
“晦气”、“穷气”从家中崩走。

14.正月初六“送穷”

正月初六“送穷”，是我国自古就有的一种很有特色的过年
风俗，其意就是祭送穷鬼。早在宋朝时，送穷风俗已相当普
遍。宋以后，送穷风俗依然流行。

送穷风俗的仪式大多是：送穷时，既要为“穷鬼”准备象征
性的车船，还要给“穷鬼”带上干粮。有的地方还有“以芭
蕉船送穷”的做法。看来，各地送穷，各有各的办法。民间
广泛流传的送穷习俗，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辞旧迎新，
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美好生活的传统心理。

15.糖瓜祭灶



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老东北过年要祭
灶———希冀“灶王爷”保佑全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
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麦芽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
这些不仅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
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
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吉庆有余”相联系。
所以，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

老东北过年还会备很多糖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所谓
“杂拌儿”，就是现在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
闲坐、守岁辞岁时的美食。

因为东北主要人口迁徙到东北的历史不是很久，所以东北的
习俗都带有一些外来或是中原习俗在其中，又有流失，又相
互融合，聚居于不同地区的人口的习俗也是不一样的。送灯
在东北来说是一个比较流行的祭祖习俗。

在元宵节时，家家都做面灯，而灯形如碗盏，俗称灯碗。用
玉米面做成的叫金灯，用白面做成的叫银灯，用荞麦面做成
的叫铁灯，做成型后上锅蒸熟后，插上用棉絮缠裹的芦苇做
成的灯芯，面灯碗里倒满灯油，面灯就算做成了。然后依次
把这些面灯送到祖宗板上、天地板上、皂王板上，送到仓库、
牛马圈、井台、碾磨房等处，送到大门旁、大路口。

然后要把这面灯送到墓地，放在已故亲人的每个坟头上。而
现在大多采用红色的蜡烛来代替原来的面灯，油灯了，红色
蜡烛表示喜庆，天刚刚黑的时候，家里的男人带着灯，纸到
自家的祖宗的坟头前，给先辈烧纸，在茔门口点燃蜡烛，即
为送灯，然后在回家的路上遇上十字路口都要点一支灯，女
人在家里给家里灶台，猪羊圈，井口，粮仓旁，牲口圈都要
点上灯，而且在屋内要点上一家人的属相以示一家平安，至
于送灯的意义不同的地方传说也不一样，有一说是：送灯是



给老祖宗照亮抓虱子，在十字路口送灯是要老祖宗回家过灯
节能找到回家的路，当然送灯也有送丁之意，希望祖宗能够
保佑自己家族能够人丁兴旺，后代千万。

实践总结：

春节，全国各地除了一些共同的习俗外，各个地方也有自己
的地域色彩。如东北的春节习俗除了和北方许多地区一样之
外，自身保留了一些古老的习俗。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传
统民间习俗问题的争论不少。有人认为应该移风易俗，随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

但反对者认为，如果把以前的习俗都改了，节日就会不像节
日，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人提出，如果一律不
放鞭炮，那么过年还像过年吗？正因为此，所以一些城市在
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后，又改为有条件的开禁。

由于价值取向不一样，喜好不一样，遇到具体事物时，各人
会有各人的选择和判断。对于传统习俗，我们不妨采取包容
的态度，允许大家保留各自的观点和做法。

春节的实践报告的目的篇八

随着时时代的改变，科技的日益更新，春节这一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中的`重头戏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但是无论怎么改
变，春节永远是我们心灵的归宿，无论是对于一个家庭还是
这个国家，春节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春节 送灶 压岁钱 春晚

春节并不像其他的传统节日那样一天就搞定了，春节是慢慢
过的，以时间为横轴，气氛为纵轴的话那么春节的图像就是
一个抛物线。几乎是从冬天开始，大家就会想到快过年了。



尤其是灶祭之后，也就是送灶，送灶的日期是腊月二十三或
者二十四，在这一天要送灶王爷上天。按照习俗这一天早上
要起早吃糯米饭，同样的灶王爷也要吃，就把糯米饭涂灶王
爷嘴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可以上天上天言好事，下
界保平安。吃人的嘴短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哈哈其实送灶还
有一个后续的环节，显然，灶王爷被送走了不能不会来吧，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这个就有讲究了，按传统大年三十晚上
灶王爷会给诸神引路带来这家当年应得的吉凶祸福。这天只
要换一个新的灶灯烧个香就行了，可是现在这个环节差不多
都被省略了，起码就很少有哪家还换灶灯的。

送灶之后这年味就可嗅可闻了。接下来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
的置办年货了，有的甚至这之前就开始置办的差不多了。灶
祭之后紧跟着就要蒸花馍了，我们这里叫做蒸糕，上面印有
福禄寿喜才等等字的那种，要用到模具，很有雕版印刷的意
思。打记事时起就很少有人家做这个了，但是爷爷每年都做
好多还送人，越到后来就越来越简单了，但是每次都要把亲
友召集起来一起蒸包子馒头什么的，从早忙到晚，小孩儿当
然是从早吃到晚啦。 写春联这个是必须要进行的环节，没有
春联就没有气氛。小时候每年快三十的时候庄上家家户户就
忙着请人写春联了，写了十几年春联的老人如今都快80了，
当然他也很久没有再写春联了，至今仍记得他当年泼墨挥毫
在朱色纸上落下一个又一个龙飞凤舞的大字时的那种豪情。
那时候他才刚刚有点儿老春联的内容是很能反映一个时代的，
以前的春联好多现在都不怎么能看到了，比如“天恩深似海，
地德重如山”等等这一类的。有些老春联还在用，比如“瑞
雪兆非年，红梅报新春”，其实也不是很老，如今的春联增
加了很多的现代元素，看了春晚的都知道。以去年的春节晚
会就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说：(北京)上联：三海九门 京华
迎奥运(上海)下联：一江两岸 世博靓申城。

既然是过年嘛，那么在如此隆重的节日之前很显然要做的一
件事就是大扫除了，我们这里都叫做掸尘。小时候的时候都
要用竹枝绑在竹篙上掸尘，现在都买现成的毛掸了。为什么



要扫尘呢？其实就是因为尘与陈字同音，人们为了涂个吉利，
又因为确实需要，所以就这样流传了下来。扫陈布新，把不
好的东西全都扫出门，望即将到来的一年能够好运滚滚！

接下来可就是重头戏了，相信年夜饭在所有人的心中都占着
最重的分量。打家都辛辛苦苦了大半年了，盼望的就是能和
家人在一起幸福的吃个年夜饭，幸福的看看春晚。这个晚上
是有很多内容的。首先是它的传说，联系到它的名字除夕。
传说古时候有个凶恶的怪兽叫夕,每到岁末的时候便出来害人,
后来,人们知道夕最怕红色和响声,于是年三十晚上,家家户户
贴红春联,燃放爆竹,来驱除夕兽.以求新的一年安宁.这种习
俗从此流传下来,年三十晚上便称为除夕了。这个其实只是个
插曲，最重要的还是主题。这个年夜饭吃了是有讲究的，丰
盛自然不用说了，一定要有鱼。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允
许争执任何事无论是什么程度的，因为这样对来年的家庭和
睦有影响，奶奶对这个管的超严但是这个现在几乎没人在乎
了，既然是年夜饭么，当然是要吃的开心，至于形式那个随
便了。

在此重头戏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头戏，显然是发压岁钱嘛。
每次除夕夜的年夜饭总是吃的最快，然后幸福的等着爷爷发
压岁钱，知道妹妹也想早吃完的时候我才把这个第一让给了
她。小孩子最期待就是这个环节了，记得小时候三个姑姑还
没出嫁的时候每次过年她们的零钱便都是我的了。如今时代
变了又变，我们也从收压岁钱到了发压岁钱的年纪，但是压
岁钱这个环节始终这么有人气。

接下来便是守岁了，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说话聊天来辞旧岁迎
新年。现在随着科技的进步，电视的普及守岁不再那么单调
了，全家人可以围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春节联欢晚会一边聊
天，其乐无穷。

到这里其实还没完，这时候年纪越小便会越兴奋，因为明天
早上大年初一要起早拜年。从这里开始，好吃的好玩的享用



不尽，就这样一直到初五迎财神气氛不减。再接着走亲访友
一直到十五元宵元宵节也是一个重头戏，从明代时在北京就
已经很常见了。

结论：春节是集中展现传统文化的节日。过春节，是对和平、
友谊和亲情的检阅和激励，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祝福和祈祷。
春节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受人喜爱，深
入人心。春节的魅力是中国的魅力、东方的魅力，也是世界
文明的魅力。中国的春节，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贡献，是送
给全人类的一份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