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通用7
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一

在清明节的饮食方面，各地有不同的节日食品。由于寒食节
与清明节合二为一的关系，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清明节吃冷食
的习惯。在山东，吃鸡蛋和凉馒头，莱阳、招远、长岛吃鸡
蛋和冷高粱米饭，据说不这样的话就会遭冰雹。泰安吃冷煎
饼卷生苦菜，据说吃了眼睛明亮。晋中一带还保留着清明前
一日禁火的习惯。

在温州这一带有吃绵菜饼的习俗,绵菜饼顾名思义是绵菜做的
饼，也有人称为清明饼，绵菜是照温州话翻译过来的,原来它
的学名叫曲鼠草，是在清明时节才会有的.做绵菜饼可是很有
讲究的，先要去地里采摘绵菜，(绵菜这东西可不是种的，是
每到这个清明时节就会自已长出来的，)然后洗净晾干，放入
倒臼中，(倒臼就是一个石头做的一种工具，以前他们用来捣
年糕用)捣碎后，再放入米粉，(通常是八斤白米粉，二斤糯
米粉)再加入适量的水，要把绵菜全部均匀的融入到米粉中就
可以了，倒好后我们就要准备里面的馅，馅也是其种一道重
要的工序，我们这里最常见的就是用鲜嫩的竹笋、豆腐、猪
肉、咸菜(或者萝卜丝)，抄好，等馅冷了就可以包了，我们
把绵菜饼包好后下面一定要放一张柚子叶，一、是避免粘锅、
二、也是最重要的，是因为放了柚子后，这个绵菜饼里会多
一种柚子的清香，好吃起来口感好多了，包好后放到蒸笼里
蒸上25分钟即可.

很多地方在完成祭祀仪式后，将祭祀食品分吃。晋南人过清



明时，习惯用白面蒸大馍，中间夹有核桃、枣儿、豆子，外
面盘成龙形，龙身中间扎一个鸡蛋，名为“子福”。要蒸一
个很大的总“子福”，象征全家团圆幸福。上坟时，将
总“子福”献给祖灵，扫墓完毕后全家分食之。上海旧俗，
用柳条将祭祀用过的蒸糕饼团贯穿起来，晾干后存放着，到
立夏那天，将之油煎，给小孩吃，据说吃了以后不得疰夏病。

上海清明节时有吃青团的风俗。将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舂合，
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芦
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的青团色泽鲜绿，香气扑鼻，
是本地清明节最有特色的节令食品。上海也有的人家清明节
爱吃桃花粥，在扫墓和家宴上爱用刀鱼。在浙江湖州，清明
节家家裹粽子，可作上坟的祭品，也可做踏青带的干粮。俗
话说：“清明粽子稳牢牢。”清明前后，螺蛳肥壮。俗话说：
“清明螺，赛只鹅。”农家有清明吃螺蛳的习惯，这天用针
挑出螺蛳肉烹食，叫“挑青”。吃后将螺蛳壳扔到房顶上，
据说屋瓦上发出的滚动声能吓跑老鼠，有利于清明后的养蚕。
清明节这天，还要办社酒。同一宗祠的人家在一起聚餐。没
有宗祠的人家，一般同一高祖下各房子孙们在一起聚餐。社
酒的菜肴，荤以鱼肉为主，素以豆腐青菜为主，酒以家酿甜
白酒为主。浙江桐乡河山镇有“清明大似年”的说法，清明
夜重视全家团圆吃晚餐，饭桌上少不了这样几个传统菜：炒
螺蛳、糯米嵌藕、发芽豆、马兰头等。这几样菜都跟养蚕有
关。把吃剩的螺蛳壳往屋里抛，据说声音能吓跑老鼠，毛毛
虫会钻进壳里做巢，不再出来骚扰蚕。吃藕是祝愿蚕宝宝吐
的丝又长又好。吃发芽豆是博得“发家”的口彩。吃马兰头
等时鲜蔬菜，是取其“青”字，以合“清明”之“青”。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二

对于制作清明节手抄报的同学来说，此刻应该需要与清明节
相关的资料?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清明节手抄报内容
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1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2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3

相信大家对清明节也非常熟悉，但是关于清明节的来历，渊
源，意义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下面就为大家解释一番，希望
大家能够不忘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
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
正是人们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
并开展一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
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并且也是我国
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古代人们根据节气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
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以来安排农事活动。清
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
农谚。

清明节也是一个纪念祖先的节日。主要的纪念仪式是扫墓，
扫墓是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具体表现，基于上述意
义，清明节因此成为华人的重要节日。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6天。扫墓活
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有些籍贯人士的扫墓
活动长达一个月。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
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节是缅怀先祖及革命烈士的日子。但是我发现今天的清
明节却没有了当初的意义。



清明节这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先去了奶奶的坟墓去祭奠。当
我看到纸灰飞向四处，仿佛又听到“当火熄灭，大地冷去。
蒲公英飞向天空，人类重新面对一切”这句话。逝者已逝，
后人缅怀，人类的生命长河如接力棒，代代相传。

给奶奶上完坟，我们又来到竹沟革命烈士陵园。进入陵园，
映入眼帘的不是许多人在缅怀先辈烈士，而是一副冷冷清清，
垃圾遍布的景象。清明节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想必很多人
应是到风景区踏青去了，所以显得冷清。这陵园的景色也不
错，这些垃圾应是来这游览的人留下的。我拿起一把扫帚，
和妈妈一起把垃圾清扫完。我愿烈士们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
境中。

现在人们物质生活极其丰富，在享受这些的同时，想过这样
的生活是谁给予我们的?当祖国母亲备受蹂躏的时候，当人民
深处水深火热之中时，是这些革命先烈们，用舍子花般的鲜
血换来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幸福。今天的我们，忘记了他
们，也就忘了本吧。

我想只有亲身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人，才能真正的体会到清
明节的意义。没有经历过的人，也应从书上，电视上，资料
中了解到这些历史。但，无论他感受力多强，也无法感受到
当时死亡真正的意义，因为我们是旁观者，但是旁观者更不
能忘记今天的幸福是由当局者的热血生命换来的。清明节的
意义是不应改变的。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三

4月4日~4月6日，这是一段莺飞草长、柳绿桃红的日子，是一
段风和日丽、细雨霏霏的日子，是一段百感交集、心情郁闷
的日子……在这样的一段日子了，偏偏又是事情最多的时候。
说了这么多，这是什么日子呢?是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的这个节气，
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这首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来表
达我们对先人的思念之情。

这一天，我们会来到墓前，放置一束鲜花，烧上一些纸钱，
借以表达我们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
祈祷，祝福他们在天堂的那一边能够和我们一样，幸福和快
乐地生活着。此时，我们不禁会回忆起他们曾经和我们共同
度过的那些岁月，那些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
不禁凄然泪下。

曾几何时，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中，有多少我们武进的英
雄儿女，为着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把鲜血洒在家乡和
异地。他们中有的千古留名，有的却连姓名都不知道，但他
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就是为了共产义
事业而奋斗。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敌人面
前宁死不屈，一身傲骨，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我们
后人树立了榜样。他们是我们的骄傲，是我们的光荣!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吟诵这句诗句，不免
给人添上了一份伤感。这句诗好像更适用，难道古人有预知
未来的本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似乎人们都已忘记了
祭祖这件事，更多的是在清明节游山玩水，的确清明节的另
一个活动就是踏青。作为新世纪的青少年每年有多了一个活
动——瞻仰民族英雄，为共和国的烈士扫墓。如果没有这些
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今天自由、民主、和
谐的社会，就不会有我们的未来。

正是因为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和安宁，我们才得以在舒适的环境中快乐
地学习。也许我们无法体会战火纷飞的时代的艰辛，但我们
明白了幸福的来之不易。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科学文
化知识，继承和发扬先烈们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随时迎接
困难的挑战!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为共和国的烈士扫
墓的道路是沉重和庄严的。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先烈们的精神
和遗志。我们用这种方式寄托我们的哀思，继承先烈们的遗
志，以高昂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学校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
去。青山肃立，绿水长歌，我们将永远铭记和颂扬革命先烈
的事迹，继承先烈的遗志，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四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一：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二：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三：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四：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五

清明节是公历四月五日或六日，因为它是定在二十四节气中
春分后的十五天，所以不是固定在公历四月五日，也不是以
农历来决定。中国人在清明节的活动就是扫墓。中国祭祀祖
先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上古时代就有帝王、诸侯祭祀宗庙
的仪式，到春秋时代有孔子的墓祭，这些都属于贵族所特有
的。到了秦汉以后，贵族制度末落，才有一般民众到祖先坟
墓去祭祀的习俗。

一般清明扫墓可以分成两种仪式：

(一)挂纸钱

又称“压纸钱”，一般用石头或砖块将长方形的的黄白纸钱
或红黄蓝白黑的五色纸钱压在坟上，以示子孙已献给先人足



够多的'钱币。

(二)耙(扒)墓

是把祖坟修饰一下，并向祖先祭拜的活动。每年一度将祖先
坟上的杂草清除，堆堆土，对墓埕加以修整，然后准备一些
牲礼、酒、菜、蔬果和饼粿类作为供品。一般都在坟前摆放
祭品。要上香，烧纸钱，表示已祭拜祖坟。

前人有关清明节的诗词：

清明 (唐 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六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
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
般是在 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
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
至后第108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
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
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清明地球公转一周为黄经360度，当地球到达黄经零度时定为
春分，而后每运行15度有一个节气，共有二十四节气。因此，
节气在阳历上的日期是固定的，由于闰年的原因，所以会相
差两天。

农历是反映物候变化、指导农时的阴阳历，它还结合了阴历，
即以月相29.5天为周期(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
因为阴历纪月推算节气所在具体时间需要准确的天文知识和
数学知识，所以，以前的历书所载各个节气发生的时间是要
由国家颁布的(如立春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而且，不同的
时代推算的规则有所不同，清史稿时宪志就用很长的篇幅和
很多图形公式来说明当时的推算方法。一般所讲农历中节气
的设置规律往往只是确定月首为节气，月中为中气，两个节
气间隔是15天是唯一可以供人推算的依据，节气歌也是一般
人掌握节气规律的必学知识。稍微复杂一点的推算是习惯上
以上一年的冬至(一年中太阳最低的时候)过了105天就是寒食，
106天就是清明;现在按阳历计算就简单多了、可以固定在4
月5日或4日(以当年二月平或29日而差异)。从天文角度说，4
月5日或6日视太阳(视太阳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到达黄
经15度的时候。

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
把清明放在冬至后第108天，是有很深的含义。清明的得名，
不仅缘于万物此时的生长清洁明净，也缘于这一时期的太阳
也是清新的太阳，流转于这一时期天地之间的阳气，也是清
新的阳气。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篇七

作为二年级的学生，你知道如何为清明节制作手抄报吗?不会
的话，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相
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1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2

二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的图片3

1、明天月圆你要注意呀!!不好出来，不要往天上看!你还是
朵在被子里面吧!!千万不要让你的尾巴漏出来呀!

2、暮至清风阁楼，幽月残瘦。佳人倍显娇柔，万分清秀。谈
笑之间，山盟海誓苍天。万年守侯，我心依旧!

3、清明到，扫墓节，缅先人，孝子孙，传统日，不忘怀，齐
心做，合家祭;清明到，踏青日，出郊游，一起乐，朋友聚，
祝开心，愿快乐!

4、清明，乃天清地明之意。清明养生对身体健康有重要意义，
在此节气中不可对肝脏进补，且心脏会过于旺盛，是高血压
的易发期，对此要高度重视;另外，此节气尽管“春瘟”流行，
但也不可闭门不出，更不可在家坐卧太久，应该保持乐观的
心情，经常到户外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并进行适当的体
育运动。

5、朋友，让清明的雨水带走你的伤痛吧，剩下的只是透亮的
人生! 祝福天堂里的人，也祝福你!

6、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存长者风。寒食清明传千载，岁
岁祭扫岁岁安。清明时节，祭扫先人，缅怀先烈，珍惜生活，
把握现在。

7、那绵绵的细雨滴答滴答，那春后的知了低叫蝉鸣，那雨后
的泥土清香绵延，那漫山的杜鹃竞相绽放。又是一年清明来
临，送你祝福，愿你平安。



8、清明到，忘记烦恼问声好。清明来，跪拜祈福发大财。祝
福送，愿你平安多保重。祝福到，让快乐幸福把你抱!开开心
心把你围绕!

9、记忆中每次的清明节总是细雨纷飞，有人说那是人留下的
眼泪，也许那是离别的人对这个世界的不舍。活着的人，更
要好好的生活，给逝者以安慰。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
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
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
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