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汇总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这里我整理
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
解一下吧。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篇一

1、缅怀烈士，继承传统，立志勤学，爱我中华。

2、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3、“网上祭英烈”，不忘烈士抛忠骨，民族复兴中国梦！

4、立足根本，稳步发展，以强大的实力祭奠为我们创造美好
生活的烈士们。

5、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莫忘烈士功勋！

6、缅怀烈士，立德立志，复兴中华，奉献青春。

7、怀着崇高的敬意，去祭奠革命烈士，向他们学习。

8、网上祭英烈，悼念烈士英灵，振兴中华，建设富强社会，
民族复兴中国梦！

9、祭奠烈士，不忘忠魂，努力实现中国梦！

10、革命先辈为了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富强而做出牺牲，
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民族的骄傲。我们纪念革命烈士，勿忘
他们的卓著功勋。



11、没有烈士血与泪，哪有吾辈安和康？

12、铭记革命烈士光荣事迹，不断增进爱国情感，努力学习，
立志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13、网上祭英烈，英雄永垂不朽。

14、向为国捐躯的烈士们致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15、没有无数革命前辈的抛头颅，洒热血，建立新中国，哪
有我们幸福的生活。在此，我们深切地缅怀，愿他们的精神
永存，激烈着后来人不断前进！

16、向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慷
慨赴死的革命烈士致以崇高的敬意！烈士热血不能白流，革
命遗志当代代相传。人人实干敬业，祖国早日腾飞！

17、在4月5日的清明就快要到了，为新中国奋斗而牺牲的革
命烈士们，在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18、为了伟大的中国梦，你们付出了太多，甚至是生命，向
你们致敬。

19、缅怀革命烈士，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20、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我们更不会
忘记他们。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篇二

节令是风俗的产物,风俗则是一个民族原始心理的折光。所以
探求清明节的原初意义,必须追根溯源,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清明节实际上是由中国古代的一个大型春祈仪式演化而来。
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的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图片,希望大家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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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篇三

清明时节，江南一带有吃青团子的风俗习惯。青团子是用一
种名叫“浆麦草”的野生植物捣烂后挤压出汁，接着取用这
种汁同晾干后的水磨纯糯米粉拌匀揉和，然后开始制作团子。
团子的馅心是用细腻的糖豆沙制成，在包馅时，另放入一小
块糖猪油。团坯制好后，将它们入笼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
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的表面，这便大功告成了。

客家人有句老话，叫“清明前后吃艾粄，一年四季不生病”。
艾粄是传统节日清明节客家人必备的传统小食。首先是将采
摘回来的鲜嫩艾草洗净，放锅中煮熟后捞起，沥干水份，煮
艾草的水要保留备用。然后将煮熟的艾草剁成草泥，草泥剁
得越细越烂越好。艾草泥剁好后，用煮艾草的水，加上糯米



粉一齐和拌成团。然后把准备好的芝麻、眉豆、花生等馅料
包进面团里，再封口捏成圆形、长形等形状，放入锅中隔水
蒸15-20分钟后即可出炉。

暖菇包是泰宁的传统特色小吃。暖菇原料学名鼠曲草，又叫
佛耳草，当地人称为暖菇草。每年清明前夕，田间地头长满
鼠曲草，毛茸茸、鲜嫩嫩的，正是采摘的好时节，也是制作
暖菇包的好季节。在泰宁，制作暖菇包南北片有些差异。南
片制作，用的是新鲜采摘的暖菇草原料，形似圆月，类似包
子；北片的用暖菇粉制作，形似弯月，更像水饺。南片的一
般在清明前夕吃，图的是新鲜口味，不讲太多规矩。

我国南北各地传统节日清明节有吃馓子的食俗。“馓子”为
一油炸食品，香脆精美，古时叫“寒具”。寒食节禁火寒食
的风俗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已不流行，但与这个节日有关的馓
子却深受世人的喜爱。现在流行于汉族地区的馓子有南北方
的差异：北方馓子大方洒脱，以麦面为主料；南方馓子精巧
细致，多以米面为主料。

民间习俗认为，传统节日清明节吃个鸡蛋，一整年都有好身
体。传统节日清明节吃鸡蛋其源起是先秦时代某些地区有禁
火习俗，多日的禁火寒食，煮熟的鸡蛋是度过这一时期的最
好的食品储备。传统节日清明节这天鸡蛋除了吃，还可以玩，
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画蛋”，另一种则是“雕蛋”。画
的五颜六色鸡蛋可以吃；而“雕蛋”则仅供玩赏。

“子推馍”，又称老馍馍，类似古代武将的头盔，重
约250—500克。里面包鸡蛋或红枣，上面有顶子。顶子四周
贴面花。面花是面塑的小馍，形状有燕、虫、蛇、兔或文房
四宝。圆形的“子推馍”是专给男人们享用的。已婚妇女吃
条形的“梭子馍”，未婚姑娘则吃“抓髻馍”。孩子们有燕、
蛇、兔、虎等面花。“大老虎”专给男孩子吃，也最受他们
喜欢。



厦门民谚有云“清明吃薄饼”，意思是传统节日清明节一家
人在扫墓后要聚在一起包薄饼吃。如今，闽南多数地方还保
留这样的风俗习惯。老厦门人卷薄饼时，一般喜欢在薄饼皮
里放点酥了油的海苔、油煎的蛋丝，或抹一点辣酱等，卷后
趁热吃更有滋味。其中所包的各种蔬菜，预示着将使农苗兴
旺、六畜茁壮，有的地区还认为吃了包卷芹菜、韭菜的薄饼，
会使人们更勤(芹)劳，生命更长久(韭)，家业更兴旺。

传统节日清明节，青岛许多人家都要吃大葱和蛋饼，寓意聪
明伶俐，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旧时青岛地区有的
人家还要捏面花，称作“蒸小燕”，吃白面小鸡和鸡蛋。寓
意小燕子来了，真正的春天到来了。清明这天早晨全家人一
定要吃鸡蛋和白面小鸡，心明眼亮不得病，很多学生要带鸡
蛋给老师以表敬仰。

制作朴籽粿，首先将朴籽树叶和果实(核)捣烂，与大米舂成
粉末，然后发酵再配糖，最后再用陶模型蒸或梅花模型蒸熟
而成。一般朴籽粿有梅花型和桃型两种，也有叫碗酵桃的。
蒸熟的朴籽为草绿色，个个咧开嘴大笑，总是给人春天很美
好的感觉。粿品呈浅绿色，味甚甘甜，据说吃了还可解积热，
除疾病。

清明时节，闽东各地无论城乡，大多有吃芥菜的食俗。据说
每年二月二吃了用芥菜和大米混煮的“芥菜饭”可以终年不
长疥疮。也有在三月三，煮泥鳅面祭祖送人习俗。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篇四

1.一年一年的清明，一年一年的牵挂，一次一次的想念，一
分一秒的记忆。不会忘记，也不会离去，为了身边的，离去
的，好好努力，好好珍惜。

2.情深深雨纷纷，人间有情天有情。天阴阴泪汪汪，同悲伤
感祭亡灵。思切切意浓浓，故人恩德不忘记。烟袅袅雾蒙蒙，



天国归宿自在行。愿友人：擦去眼泪抖擞神，悲痛化作力气
腾。

3.清明时节，春情冲动，野外澄碧清亮的水域，密集的蝌蚪
正在轰轰烈烈地集会、游行。向着阳光最为焦灼的方向，哪
管如林的绿草站成森严的卫兵。

4.清明连休五天假，让身体歇一歇，躺一躺；把工作甩一甩，
放一放；携家人转一转，逛一逛；和朋友聚一聚，聊一聊。
愿你假期开心玩一玩，轻松乐一乐！

5.清明小长假要到了，休息多出一天了，睡觉不用定闹钟了，
抛开工作放轻松了，闲暇之余出去踏踏青了，没事可以放放
风筝了，收到祝福甜蜜又开心了。

6.清明时节让我倍感凄凉和酸楚，本是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
每逢佳节倍思亲；近日听母亲突然离世，顿觉有些心痛和惊
讶，有些不敢相信，因为在春节我带着孩子去看过他老人家，
当时的他是那么的精神和力量，真难想象今天他离开了我们。

7.古人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乃世事常理，
可面对眼前的一座丰碑，一捧黄土，一吊纸钱，又有谁能体会
“子欲孝而亲不在”的悲凉与心酸？在这响彻天堂的清明鞭
炮声中，愿我的泪水能渗透泥土，将我对父亲的哀思能轻轻
的传到！

8.年年清明年年有，今又清明故人无，天堂人间两相隔，相
思想念相牵挂，春风春雨送思念，来生来世再续缘。愿逝者
安息，生者如斯。

9.又是一年清明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点
着一支香烟的我坐在电脑前追忆着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的点
点滴滴，心中激起层层涟漪，无法用文字语言表达。



10.短信捎来四月的天，思念荡漾在湖畔，让微风吹散你的愁
怨，掩不住的是你如花的笑靥。清明到，愿你把往事看淡，
把风景看遍，幸福天天绕身边。

11.清明到来，独在异乡的星空下，久远的深情如潮而至，点
点，都是故乡的回忆，滴滴，都是思念亲人的泪水。路远，
双脚踏不上归乡的路途，一颗心却早已飞到父母双亲坟头的
旁边，多想在父母的身旁哭诉多年的悲伤。

12.点燃一盏心灯，照亮天堂的路，让亲情得以慰藉。

13.清明节气乘着春风来到，我要替你拂去晶莹泪水，让你烦
恼忧愁随风飘散，我要帮你抚平受伤心扉，让你悲伤痛苦逐
渐消退，我要送你一句真心祝福，让你幸福快乐重新缠绕。
清明节，愿你忘掉过去抛开忧愁！

14.每瓣心香，都是一瓣沧桑；每滴细雨，都是一滴回忆；每
份祭奠，都是一份思念；每声呢喃，都是一声轻叹；每一次
清明，都是一次牵挂的远行。焚香祈福，踏青祭祖，把无尽
的思念送往天际，将安息的灵魂真诚慰藉。在祭奠中感悟人
生，珍惜身边人，把握眼前的岁月。

15.清明节到了，让幸福的花熏香你的生活，让快乐的雨滋润
你的人生，让吉祥的风捋顺你的工作，让健康的云带走你的
霉运，祝你幸福一生，快乐一世。

16.清明时节春光明媚，扫墓寄哀思，防火要牢记；花红柳绿
去踏青，乍暖还寒请你预备好衣服准备防寒，愿我温暖的祝
福伴随你。清明节我祝福你身体永远健康。

17.清明节到了，愿你在祭奠中记得先人的过去，愿你在怀念
中懂得生命的意义，愿你在人生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愿你在
道路中找到传说中的幸福。朋友珍重，一路保重。



18.清明即将来临，我是期盼清明，又讨厌清明。清明，给我
留下很多伤感，同时也给我不少回味。四月桃花时，忧伤却
与日俱增，何时才是一个‘了’字。

19.燃一炷香，捎去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寄去想对他们说的话
语，送去对子孙祈祷的心愿，带去那些纷飞的祝福和梦靥，
逝去的亲人啊，愿你们无忧无虑，一切安好。

20.清明时节来踏青，桃红柳绿真清新；山青水清脚步轻，眼
明心明前途明；十里桃花百里杏，幸福伴你一年行。清明节
快乐！

21.祭拜亡灵泪两行，苍天有情雨也茫。敬叩祖先洒浊酒，清
风拂面情亦绵。烟云花绽满山岗，犹如仙境故人享。子孙不
忘根之源，年年焚香烧纸钱。愿清明文化永传扬！

22.情深深雨纷纷，人间有情天有情。天阴阴泪汪汪，同悲伤
感祭亡灵。思切切意浓浓，故人恩德不忘怀。烟袅袅雾蒙蒙，
天国归宿自由行。愿朋友：擦去眼泪振作神，悲痛化作力量
腾。

23.清明节扫墓，别忘扫去堆积一年的心灵之尘。扫去懊恼心
放宽，扫去霉运好事来，扫去孤单朋友多，扫去贫困财运添，
扫去病痛身材棒，扫出美好新未来！

24.清明时节雨纷纷，最美人间四月天；春草新绿花苞开，桃
花一香好运来；朋友真情总常在，身体健康人人爱；红红太
阳幸福在，快快乐乐晒一晒！清明节快乐！

25.又是一年清明日，此时好景莫忘记；朋友祝福在心底，愿
友心情最美丽；清明祭祖日子里，缅怀先人要牢记；叮嘱祖
先多给力，保佑年年都如意。清明节快乐！

26.清明时节雨纷纷，祭先祖关心亲人。这个世界，爱情可同



甘共苦，却固守不了平淡；友情经得起平淡，却经不起苦难。
唯有亲情，两者兼得，清明节快乐！

27.清明到，踏青好，生活劳累全消除，身心放，精神好，春
光荡漾心情好，多散心，气顺畅，轻声问候已送上，愿友平
安更吉祥！清明节时节多快乐！

28.珍惜，是幸福的前提；努力，是人生的必须；拼搏，是创
作奇迹的秘籍；经历风雨，请莫惧；伤心往事，切莫提；星
光再美，比不上真心的安慰；黄金再贵，比不上问候的点缀；
时光不能倒退，生活持续品味，活着不是遭罪，开心通达才
对，清明节，让温馨伴随！

29.清明节到了，小长假也来到了，与快乐紧紧拥抱，幸福跟
着跑；与烦恼说声再见，忧愁全消乐逍遥；清明节，祝健康
快乐、心想事成。

30.今天是清明节，俗话说，清明时节雨纷纷，可是今天阳光
明媚、万里无云。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写篇五

这是中国古代传统节日清明节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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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之
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
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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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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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古代传统节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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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马
球，也是端午之戏之清明上河图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
棍打球，古称击鞠。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



壤”之句。唐代长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
喜马球。章怀太子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
画上，二十多匹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
足登长靴，手持球杖逐球相击。《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
作为节日的传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
也记金人于端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
球仍流行。《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
击球、射柳。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
面。当时的官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
雕文七宝球。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
传第一筹。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北京白云观前也有
群众骑马击球之典。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
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近来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
动，使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
地上。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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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传统节日清明节植树清明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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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有清明植
树的习惯。有人还把传统节日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
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
二日为中国植树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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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闪烁的明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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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



《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
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
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
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其实，
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明扫墓则
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岁，
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
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至今。

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
和其它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
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
是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过去，南纸店有卖所谓
“包袱皮”，即用白纸糊一大口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用
木刻版，把周围印上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
牌位，用来写上区号亡人的名讳，如：“已故张府君讳云山
老大人”字样，既是邮包又是牌位。另一种是素包袱皮，不
印任何图案，中间只贴一蓝签，写上亡人名讳即可。亦做主
牌用。关于包袱里的冥钱，种类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