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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优秀5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字少篇一

1、贴春联、放鞭炮：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

贴春联、放鞭炮的习俗来自过年的传说，有驱邪避灾的寓意。

现在有的家庭也只贴一个福字，“福”字左边是“衣”服，
右边是“一口田”，象征着衣食充足。现在人们都想有福气，
平安、健康、快乐都是幸福的表现，贴福字体现了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祝愿。

2、吃年夜饭

《清嘉录》卷十二中记载: “除夕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
多作吉祥语，名曰 ‘年夜饭’。”

春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分散至五湖四海的家人，在春节
都纷纷赶回家中，为的就是吃一桌年夜饭。年夜饭相当丰盛，
鸡鸭鱼肉都有，有美好富足的寓意。

饭菜再多，也少不了饺子。饺子一般是白菜馅、豆腐馅，这
是很有讲究的。白菜中的“菜”和“财”谐音，有发财的意



思。豆腐的腐和“福”是谐音，豆腐水饺表示“兜福”“都
福”“都富”，也会富有的象征。有的还在饺子里包上硬币，
谁要是吃到，谁就有福气。

3、守岁

苏轼《守岁》：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
少年犹可夸! ”

吃完年夜饭，人们开始拉家常，现在是看春晚。直到午夜十
二点钟声敲响以后才去睡觉。我们小时候，是十二点后，就
开始放鞭炮庆祝过年，然后再去睡一觉。

守岁是和过去的一年告别，迎接新一年的到来。给孩子传递
的是热爱生命、珍惜光阴的人生哲学。

4、穿新衣

《酌中志》 “立春之时，无贵贱……亦有用草虫蝴蝶者，或
簪于首，以应节景。”

春节前，都去理了发，换了发型，准备好新衣服。春节这一
天从头到脚焕然一新，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新年的到来，辞旧
迎新，预示着生活的无限美好。

5、压岁钱

压岁钱中的岁同“祟”谐音，“祟”就是不吉利的东西，压
岁钱的本意是一种祝福，保佑来年平安健康、吉祥如意，一
年都很美好。

压岁钱要包在红纸包中，很郑重，非常有仪式感。现在开始
流行电子红包，仪式感就不那么强烈了，给孩子还是要使用
真正的红包比较好。



6、拜年

正月初一去拜年，也是教育孩子尊敬长辈的好机会。

拜年就是长辈带着小辈去亲戚朋友家拜会，要说一些吉祥的
话，比如“过年好”，送上自己最真挚的祝福。

有些地方还保留着给长辈磕头的习俗，有的地方则用鞠躬来
代替，不管哪种形式，都是体现了晚辈对长辈的敬重。

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字少篇二

2023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你知道怎么做吗？弹指一挥间,
春节即将来临,祝大家新春愉快!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
的2023迎新年春节手抄报简单又漂亮【8张】，以供大家参
考!

一、扫尘

“腊月二十三，掸尘扫房子”，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
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
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
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
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
春的欢乐气氛。

二、贴春联

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
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春联的种类比较多，
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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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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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
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福”
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
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
“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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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
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
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
来的希望。

五、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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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以来，新旧
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六、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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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
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七、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
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若干人挨家挨户地
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大家聚在一起相互
祝贺，称为“团拜”。

八、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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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记载见于《燕京岁时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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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长偷偷地放
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
盛行。

九、蒸年糕

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
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
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十、饺子

北方人的习惯，除夕晚上要吃饺子。按老习俗，早在除夕前
一天，也就是农历二十九，家里就得开始包饺子了，除夕晚
上和大年初一早上都要吃饺子。这两顿的饺子比较特别，要
随机包进硬币、糖果、年糕、红枣、栗子等吉祥物，吃到硬
币代表来年不愁钱，小孩子吃到年糕会长个，吃到糖果则预
示着甜甜蜜蜜。



十一、古代过年

互赠贺卡：早在宋代，皇亲贵族士大夫的家族与亲族之间已
使用专门拜年的贺年片，叫做“名刺”或“名贴”。各家门
上粘一红纸袋，称为“门簿”，其上写着主人姓名，用以接
收名刺(名帖)。拜者投名刺(名帖)于门簿，即表示拜年，其
意义与现代贺年卡一样。

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
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
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1、一年四季春常在，万紫千红永开花，横批：喜迎新春

2、春满人间百花吐艳，福临小院四季常安，横批：欢度春节

3、百世岁月当代好，千古江山今朝新，横批：万象更新

4、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横批：喜迎新春

5、一帆风顺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横批：吉星高照

6、百年天地回元气，一统山河际太平，横批：国泰民安

7、春雨丝丝润万物，红梅点点绣千山，横批：春意盎然

8、一干二净除旧习，五讲四美树新风，横批：辞旧迎春

9、五湖四海皆春色，万水千山尽得辉，横批：万象更新

10、一帆风顺吉星到，万事如意福临门，横批：财源广进

1、《田家元日》

孟浩然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2、《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3、《卖痴呆词》

范成大

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

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

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

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

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

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

4、《岁除夜》

罗隐



官历行将尽，村醪强自倾。

厌寒思暖律，畏老惜残更。

岁月已如此，寇戎犹未平。

儿童不谙事，歌吹待天明。

5、《迎春》

叶燮

律转鸿钧佳气同，肩摩毂击乐融融。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

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字少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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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字少篇四

春节来临大家都开始准备手抄报了，春节，祝福从四面八方
送到，春节快乐!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迎新春佳节手抄报
简单又漂亮，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叫
它做”年“。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食噬人。
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 上，躲在家里，
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见，
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未被”年“吃掉。于是拜年之风便流传
开来。

遥远的 年代，我国有个突厥统治下的鞑靼族部落。突厥衰亡
后，鞑靼逐渐强大，吞并邻近部落，在漠北建立王朝。地盘
大，可是连年征伐，你争我斗，国力大不如 前。王爷为战争



的胜利而高兴，也为人口的锐减而烦恼。人是最可宝贵的，
他们可以创造物质财富，供王爷贵族寻欢作乐。一旦失去众
多的人，地域再辽阔，牧草 再充足，要想牛肥马壮，农牧双
收，谈何容易。

这个故事出在唐朝李世民在位的时候。李世民历尽千辛万苦，
东挡西杀，打下江山，满朝文武都立下汗马功劳。

程咬金觉着自家是跟随李世民最早的，总想卖点老资格，处
不起满朝文武。尉迟恭的功劳比他也不小，只是一样儿，比
他晚一点。俩人都是老粗，为争功劳闹得很不像话，谁也不
答理谁，甚至还要动干戈。

李世民做上皇帝，就是发愁大臣不合。他整天吃不好喝不好，
唉声叹气，费多脑筋，可怎么也解不开这个事儿。这天，李
世民下早朝，回到后宫，刚刚坐下，太 监来报：“万岁!魏
征魏大人求见。”他一听魏征来，心眼里立时就高兴，精神
也来。魏征为唐朝费很多脑筋，一心一意保  李世民，是他
的左膀右臂。李世 民听说他来，赶紧说：“快请进来!”

魏征进后宫，给李世民施君臣大礼。俩人坐下来，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都一言不发。等一会儿，魏征说：“万岁，这些
日子你总是愁眉不展，有什么心事呀?说出来，也许我能替你
分点忧愁。”

“魏爱卿，别提，现在咱们国泰民安，可就是大臣们有的不
合。要是一有战争，再出现将帅不合，这还得!”李世民和别
人皇上不一样，能接受大伙的意见。

魏征说：“万岁，我也是为这个事来的。”

“那更好，你有什么高见?”

“我有一言，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这有嘛不当讲的?”

这 么一说，魏征挺喜欢：“万岁，明天是大年三十，后天就
是大年初一，明天早朝你给满朝文武磕头做揖，就说这是拜
年。你再让大家初一那天互相拜年。拜年的时候都要说吉庆
话，祝你长寿啦，新年快乐啦，都行。再一个要进行自我批
评，光说自家的不好，不能说别我的不是。这么一来，能把
这个事解解。

李世民一听，这是个办法。人都有见面之情呗。

满朝文武一听，都挺赞成，齐声说：”尊旨!“李世民扑腾就
给大伙跪下，起来以后，李世民回到九龙宝座上，说：”众
位爱卿，有本早奏，无本咱们就散朝。明天不上早朝，去互
相拜年。“一说这外，满朝文武都高兴地下朝。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早晨一起来，可就热闹。满朝文武你
上我家，我去你家，开始拜年。

他正这么犹豫之间，家我进来：”禀报大人，尉迟恭大人给
你拜年来!“他一听这可就着慌，又是穿衣又是戴帽，赶紧来
迎接。他没想到尉迟恭会来找他。

尉迟恭一见程咬金，做个揖，就跪下：”祝程大人身体健康，
过年愉快。“他一说这，程咬金也就跪下。俩人手拉手站起
来以后，程咬金说：”这不是讲话的地方。走，上屋
里。“就拉着尉迟恭进客厅。

一进客厅，茶摆上，程咬金说：”尉迟大人，我是个老粗，
各方面都对不起你。我左思右想，完全是我的不对。我才说
到你府里找你拜年，你先来。 好，今儿咱俩得喝两盅。

“不咱俩改日再喝吧。不能产净你的不对，我也不对。”



俩人这么一谈论，可好，都没气儿。一大肚子气儿从后门都
跑。他俩一和好，别的官也都和好。

后来这事儿传到乡下，村里人觉得这是好事。乡亲们之间，
弟兄妯娌之间都有个拌嘴的地方，避免不都有干戈，通过拜
年，把仇都有解开。这个风俗就流传下来。

春节，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100多年前，民间艺
人“百本张”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
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
惹得人大街小巷都游串。”这是历史上关于岁首春节的生动
写照。

相传尧舜时期，我国就有这个节日。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
亦有关于春节的记载，有庆祝岁首春节的风俗。但当时的历
法，是靠“观象授时”,是否准确，尚难确定。到公元前104
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我国人民创造“太初历”,明确规定以农
历正月为岁首。从这时起，农历新年的习俗就流传2000多年。
直到新中国成立，改用公元以后，这个节日就改为春节。

在我国最古的文字记载中，有许多关于岁首春节的故事。腊
月和新春，正是“秋收冬藏”以后的农闲季节。汉郑玄也说
过，岁未年初“劳农以休息之”.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劳逸结合的意思。

古时候，有一种叫做“年”的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
窜村挨户，觅食人肉，残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
上，“年”到一个村庄，适逢两个牧童在比赛牛鞭
子。“年”忽闻半空中响起啪啪的鞭声，吓得望风而逃。它
窜到另一个村庄，又迎头望到一家门口晒着件大红衣裳，它
不知其为何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后来它又来到一个村庄，
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花，
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人们由此摸准“年”有怕响，怕红，怕
光的弱点，便想到许多抵御它的方法，于是逐渐演化成今天



过年的风俗。

迎新年手抄报简单又漂亮字少篇五

新年即将到来，快将你心中新年用手中的纸笔画下来，一起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迎新年手
抄报简单”，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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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

（五）推荐阅读：

小学迎新年手抄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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