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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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迎国庆手抄报简单好看篇一

这一天，我妈早早起床准备，在市场上买了很多好吃的，兴
致勃勃的准备一切，因为这一天也是我爷爷的生日。我帮妈
妈阿姨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我准备好了。

1月1日星期二是元旦。我家办了一桌酒席，主要是和一年没
见面的亲戚朋友聚会。

这一天，我妈早早起床准备，在市场上买了很多好吃的，兴
致勃勃的准备一切，因为这一天也是我爷爷的生日。我帮妈
妈阿姨在厨房忙活了一上午，终于，我准备好了。表哥，爷
爷，奶奶，阿姨都在。

我们边吃边聊，姨妈说：“你看这碗!这碗是鲍鱼!几个这么
小的要几百块!别浪费了，一起吃。”我节俭的祖父睁大了眼
睛。“什么?你怎么能买这么多好东西?以前吃不起这种东西，
还是吃吧。这么好的东西我都习惯不了。”突然表哥不小心
弄脏了衣服，奶奶嘀咕道：“哎呀，我孙子，这件衣服要几
百块。你怎么这么粗心?”哦，我能做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
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我们在吃好吃的时候，我爷爷突然又
喊了一声：“哦，我要打牌了，他们三个还在等我!”奶奶又
转向爷爷说：“看看你。你以前没赌过。现在有钱了，就赌
啊赌啊，没完没了。哎，没有办法，现在的人是无法抗拒社



会进步的步伐的!我和我的表兄弟们急忙拉着爷爷，点燃蜡烛，
把爷爷拉到蛋糕前：“爷爷，如果你不吹灭蜡烛，我们就没
有蛋糕吃了!”当国外正义准备吹的时候，我们拦住了
他：“爷爷，生日歌没唱完你不能吹。你过生日吗?于是我们
唱生日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唱完
的时候爷爷急着吹灭蜡烛。吹完之后他抱怨道：“哎，现在
日子越来越好了。我们过生日的时候，一碗万寿面就够了。
我们如何修复这些?“我们都笑了。

我看着蛋糕，是的!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好，相信以后会更好!

喜迎国庆手抄报简单好看篇二

>中秋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四年级

“中秋”一词，最早于《周礼》：所谓中秋，是因为八月居
孟仲季三秋之中，而十五夕恰为月中，所以八月十五被称为
中秋，或称“八月半”。

从字意上说，阴历的春夏秋冬，也是以三个月为一季的，七、
八、九三个月是秋季，七月叫孟秋，八月叫仲秋，九月叫季
秋。八月正好是在秋季的当中间，八月十五又正好是仲秋的
中间心里，所以叫中秋，又因为这天子的月亮是又亮、又圆、
又满，有圆满的意思，所以又把中秋节叫团圆节。

原本，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礼记》上说：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在酷热的
夏天过后，天朗气清，万里无云的秋夜天空，正足突显出月
皎洁的光华。因此，每到秋天，天子总要到国都西郊的月坛
去祭月。上古祭月的礼仪，很可能就是中秋节的起源。

中秋节正式成为岁时节日，应起于唐朝，唐书太宗纪，以八
月十五日为中秋节，以后就成为年中节日，至宋代更为普遍，
常在中秋举行欢宴的活动，到了元末明初更具有创新的意义。



中秋有二种算法，一是依据四季算，因四季之中，七、八、
九为秋，八月十五居秋季之中，故称中秋;另一种算法则依据
节气，按照二十四节气，一季共六个节气，秋季的六节气分
别是立秋、处暑、百露、秋分、寒露、霜降，而秋分则是秋
季之中;而秋天正是人人辛苦耕耘之后的五谷丰收、团聚庆祝
的季节，因此，家家拜祀土地神，答谢神的保佑，于是出现
一系列仪式和风尚活动，此外加上我国古代即有拜月习俗，
因此由祭月、拜月逐步演化出赏月之风。

中秋节原分为三部份：八月十四日为“迎接”，八月十五日为
“正节”，八月十六日则叫“余节”。今天，大家在八月十
五日“正节”吃月饼、过中秋。

吃月饼

中秋节最广的传统风俗就是中秋节吃月饼，俗话说：“八月
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最早见于
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那时，它也只是像菱花饼一样
的饼形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
起，寓意家人团圆的象征。

赏月

在中秋节之夜，除了吃月饼，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
《礼记》记载“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
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据
《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
酒楼玩月”。

祭月

中秋节祭月，是我国古代重要祭礼之一。《礼记》中记
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在周
朝，帝王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至祭天的习



俗。随着时间的推移，祭月逐渐流传到民间，祭月的日子，
也由秋分日移到了离秋分最近的满月日——中秋。

饮桂花酒

人们经常在中秋时吃月饼赏桂花，食用桂花制作的各种食品，
以糕点、糖果最为多见。

中秋之夜，仰望着月中丹桂，闻着阵阵桂香，喝一杯桂花蜜
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节日一种美的享受。到了现
代，人们多是拿红酒代替。

观潮

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外，观潮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
中秋观潮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枚乘的《七发》赋中就
有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汉以后，中秋观潮之风更盛。明朱廷焕
《增补武林旧事》和宋吴自牧《梦粱录》也有观潮记载。宋
代诗人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
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这首诗
写的就是中秋节观潮的风俗。

博饼

中秋节博饼是一种独特的月饼文化，是闽南地区几百年来独
有的中秋传统活动。传说是郑成功屯兵时为解士兵的中秋相
思之情、激励鼓舞士气，命部将洪旭发明的。博饼活动里倾
注了人们的感情寄托，其中尤以厦门地区为甚。所以，闽南
人总是对中秋节格外重视，甚至有“小春节，大中秋”的说
法。

燃灯

中秋之夜，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如今湖广一带仍有用瓦



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江南一带则有制灯船的节俗。近
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今人周云锦、何湘妃《闲情试说时节
事》一文说：“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节前十几天，就用竹
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及‘庆贺中秋’等字样，
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

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
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
秋’或‘竖中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
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
其乐。满城灯火不啻琉璃世界。”看来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
俗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而在江南地区民间有在中
秋节晚上制灯船的习俗，然后把做好的船灯放于水中，流向
远方，同时也寄托着人们美好的祝福。

走月

走月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走月是中秋之夜必须
做的一个风俗活动。在古时候，人们衣着华美，三五结伴，
或游街市，或泛舟秦淮河，或登楼观赏月华，谈笑风生。以
寓月圆人亦圆之意，直至深夜方散。另外，在古时候，走月
还有添丁之寓意。但凡没有生儿子的已婚妇女，在中秋节的
晚上，都要去游夫子庙，随后再跨过一座桥，相传即可
有“梦熊之喜”(意生男孩)。

供兔儿爷

在古时候，家家户户过中秋节请兔儿爷是一个传统，就如同
过年放炮一样。请回的兔儿爷要摆在显眼的桌上，称玉兔
为“兔儿爷”、“兔奶奶”。并且会用瓜果菜豆供奉玉兔，
酬谢它带给人间的福祉，希望“兔儿爷”能保佑全家平安健
康。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
玩具。如今，我们很少能在市面上见到兔儿爷，一般是作为
民俗文物在民俗博物馆之类的地方展览，或者在工艺品商店



里出售。

烧塔

南方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
游戏。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
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
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
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

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
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
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
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
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
者)烧死的英勇战斗。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拜月

在古代有“秋暮夕月”的习俗。夕月，即祭拜月神。设大香
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品，其
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在月
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人依
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预先算
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起，不
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玩花灯

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
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
南方。如前述的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式的彩灯：芝麻
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壳灯、瓜籽灯及
鸟兽花树灯等，令人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