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秋手抄报英语 中秋节的手抄
报(优秀7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一

月光光

月光光，照谷场，

谷场上，农人忙。

今年稻谷收成好，

家家户户乐陶陶。

拜月娥

月娥姐，月明明

月中有株婆娑树

婆娑树上挂紫微

紫微星出保子星保夫星。

保男保女接宗支

枝枝叶叶兴旺生好子



月娥出来免灾星

家中添财又添丁

中秋夜

中秋夜，亮光光，

家家户户赏月忙。

摆果饼，烧线香，

大家一起拜月亮。

分红柿，切蛋黄，

赏罢月亮入梦乡。

乘火箭，月宫逛，

看看嫦娥和吴刚。

中秋节

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

八月十五月正高，月亮婆婆过生日。

甜月饼、红柿子、苹果香蕉紫葡萄。

送给婆婆过生日，婆婆对着我们笑。

中秋拜月歌

月亮亮，吃大饼



大饼勿吃吃小饼

小饼勿吃吃香稃

吃了饼，风调雨顺

吃了稃，生活步步高

月姐姐

月姐姐，多变化，初一二，黑麻麻，

初三四，银钩样，初八九，似龙牙，

十一二，半边瓜，十五银盘高高挂。

中秋月，净无暇，圆如镜子照我家。

打麦场边屋檐下，照着地上小娃娃。

娃娃牵手同玩耍，转个圈儿眼昏花，

一不留神摔地下，连声喊痛叫妈妈。

云里月姐说他傻，引得大家笑哈哈。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二

(唐)李商隐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宋)苏轼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
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
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三

中秋节虽然离我们渐渐远去了，但孩子们设计制作的精美手
抄报又勾起了我们的中秋情结，勾起我们对亲人的思念。下
面是爱汇网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中秋节的手抄报范文，欢
迎大家阅读。

李白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张九龄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李白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苏轼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
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动，
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被衍
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中秋节赏月赏月和吃月饼是中国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
俗话说：“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一词，
源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那时仅是一种点心食品。到
后来人们逐渐把赏月与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寄
托思念。同时，月饼也是中秋时节朋友间用来联络感情的重
要礼物。

在福建厦门地区还有博饼的习俗，而且博饼被列为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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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
儿童之间进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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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族人爱做“追月”的游戏。人们跨上骏马，在银白色月
光下，奔驰在草原上。他们朝西放马奔驰，月亮由东方升起，
坠落西方。执着的蒙古骑手，不到月亮西下，“追月”不止。

西藏一些地区的藏族同胞欢度中秋的习俗是“寻月”。是日
夜晚，男女青年和娃娃们，沿着河流，跟着倒映水中的明月，
把周围河塘中的月影措遍，然后回家团圆吃月饼。

广西侗族有“行月”的习俗。中秋夜临，各山寨的芦笙歌舞
队，踏着一路月光，行至临近山寨，和那儿的寨民相聚赏月，
赛歌赛舞，彻夜长欢。

云南德昂族“串月”。云南潞西的德昂族青年男女，每逢中
秋月明高挂，分外明亮的时候，山头塞尾，不时传来一阵悠
扬动听的葫芦笙，男女青年在一起“串月亮”倾诉衷情。有
的还通过“串月亮”送槟榔、送茶订下婚约。

云南彝族过中秋的传统习俗是“跳月”。入夜，该族各个村
寨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在山村中的开阔地，一个个束腰披纱的
姑娘们和头缠布带的小伙子们以及老头、老太太、小娃子们
都激情地载歌载舞，尤其是那些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对
歌，仿佛月亮也听得为之动情动容，越发显得妩媚皎洁。

仡佬族在节前的“虎日”，全寨合宰一头公牛，将牛心留到



中秋夜祭祖灵、迎新谷，他们称为“八月节”。

朝鲜族则用木杆和松枝高搭“望月架”。当明月升空时，请
数位被推选出来的老人攀上望月架。待老人望月之后，再点
燃望月架，敲长鼓、吹洞箫，一起合跳《农家乐舞》。

中秋节（midautumn festival），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
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
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与东亚诸国中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
农历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
秋节定在八月十六。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
明清时，已与元旦齐名，成为中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受汉族
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南亚和东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生
活在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2006年5月20日，该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根据中国的历法，农历八月在秋季中间，为秋季的第二个月，
称为“仲秋”，而八月十五又在“仲秋”之中，所以称“中
秋”。

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
“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
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
因而又叫“团圆节”。

在唐朝，中秋节还被称为“端正月”。

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西湖游览志余》中
说：“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取团圆之意”。
《帝京景物略》中也说：“八月十五祭月，其饼必圆，分瓜
必牙错，瓣刻如莲花……其有妇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曰
团圆节也”。



相传月宫里有一个人叫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曾跟随仙人修
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把他贬谪到月宫，每
天都砍伐月宫前的桂树，以示惩处。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
五百多丈高，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
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
为寒者薪”。

嫦娥身边有只玉兔。据说嫦娥身体变轻，开始升空时，惶恐
中抱起了一直喂养的白兔。白兔便随她一起上了月亮。玉兔
在月宫有一只捣药杵，夜晚在药臼中捣制长生不老的灵药。
这个神话传到日本后，变成了玉兔在捣年糕。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四

20xx年的中秋佳节团圆夜就要到了，同学们都制作了精美的
中秋节手抄报来迎接中秋呢!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中
秋节手抄报20xx，希望能帮到大家!

中秋节手抄报20xx图片1

中秋节手抄报20xx图片2

中秋节手抄报20xx图片3

中秋节手抄报20xx图片4

中秋节手抄报20xx图片5

20xx获奖中秋节手抄报1

20xx获奖中秋节手抄报2



20xx获奖中秋节手抄报3

20xx获奖中秋节手抄报4

20xx获奖中秋节手抄报5

1. 我想你的时候你想我吗?你想我的时候知道我在想你吗?中
秋无礼物，尽在心中情!

2. 明月千里难以触摸，对你的思念无处寄托，举杯邀明月，
说：福多!钱多!快乐多!

3. 明月清风，风送祝福;把酒对月，月表人圆;皓月当空，空
气传情;道是有缘，缘自月圆!

4. 明月清风寄相思!让月儿捎上我的祝福传递给你;让思念化
作一缕轻风，柔柔的吻过你的脸!

5. 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人，虽然我很是想你，但我不会寂
寞，因为我与你在分享同一轮明月。

6. 在人月两团圆，普天同庆的日子愿你：举头见帅哥!低头
搂美女，随心所遇!花好月圆情更“圆”!

7. 月圆家圆钱包圆人别圆!心顺情顺工作顺天天顺!祝中秋快
乐，万事如意，合家团圆美满!有空请我吃饭哦!

8. 月缺时我想你，月圆时我念你，无论月圆月缺，我的心如
那恒古不变的月光默默的追随着你的每一次微笑!

10. 你是月饼我是馅，缠缠绵绵总见面;你是风筝我是线，追
追逐逐把你牵;你是明月我是泉，美美满满一万年!

11. 明月几时有，把饼问青天，不知饼中何馅，今日是莲蓉，



我欲乘舟观月，又恐飞船太慢，远处不胜寒。

12. 又是一年月圆夜，月下为你许三愿：一愿美梦好似月儿
圆，二愿日子更比月饼甜，三愿美貌犹如月中仙。：)

13. 中秋佳节倍思亲，圆圆明月是我心;明月千里寄思情，只
愿你我更贴心;天上明月当空，相思甚浓。中秋节快乐。

14. 我正着手筹备公司生产月饼。用浪漫做皮;用温馨做馅;
幸福做蛋王;懂得品味的人不需要多，最好只有你一个!

15. 月圆了，家圆了，肚子圆了，最好钱包也圆了节日快乐，
万事如意，合家团圆美满!!!千万别挂念我，嘿嘿!!

16. 友情是香喷喷的肉包子，火辣辣的烧锅子，热腾腾的涮
火锅，圆溜溜的大月饼，又馋了吧，中秋节哥儿几个喝一盅
吧。

17. 中秋佳节，圆月皎洁，短信不缺，祝福跳跃，快乐如雪，
纷飞不歇，忧愁全解，烦恼逃曳，好运真切，幸福的确，祝：
中秋快乐!

18. 中秋佳节，无以为寄，但送此句，以表吾心：千里明月
寄相思，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
君!祝中秋快乐!

19. 中秋将至，奉上一个月饼，配料：五克快乐枣，一把关
心米，三钱友情水，用幽默扎捆，用手机送达;保质期：农历
八月十五前。

20. 中秋国庆喜相逢，举国上下共欢腾。中秋明月奖赏您一
生圆满，国庆喜气恩赐您全家幸福。祝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
万事如意。



21. 又是一年落叶黄，一层秋雨一层凉。整日工作挺辛苦，
天凉别忘加衣裳。保重身体多餐饭，珍惜友情常想想。中秋
快乐，合家团圆!

23. 中秋佳节还未到，短信祝福提前到，我祝你事圆情圆，
人团圆，好山好水，好运来，生活美美满满，笑容更比月饼
甜，提前祝你中秋节快乐!

24. 流星划过天际，我错过了许愿;浪花拍上岩石，我错过了
祝福;故事讲了一遍，我错过了聆听;人生只有一回，我没有
错你!今晚邀你共同赏月!

25. 心到，想到，得到，看到，闻到，吃到，福到，运到，
财到，中秋节还没到，但愿我的祝福第一个到。提前祝你中
秋节快乐!天天好心情!

26. 中秋佳节，大家送的都是月饼，我送短信一条，字数不
多，情谊很深，花钱不多，祝福很真，虽是客户，一样用心，
节日快乐，记挂在心!

27. 中秋佳节，送你四个短信月饼：送你莲蓉的，愿你漂亮
胜芙蓉;送你五仁的，愿你的朋友遍五洲;送你水果的，愿你
做个开心果;送你巧克力的，愿你的生活甜如蜜。

28. 中秋佳节，天上月圆，人间团圆，家庭情圆，朋友事圆，
心中梦圆，左右逢圆;愿你每一天中，人缘，情缘，福缘，财
源，缘缘不断，事事如愿!祝中秋节快乐!

29. 中秋佳节就要到，提前送你大礼包!一轮圆月，如意随心
万事圆;一盒月饼，生活美满似蜜甜;飘香月桂，心境沉醉无
忧烦。预祝你及家人中秋快乐!

30. 中秋佳节快到来了，你也该出现了，否则月儿也不圆了，
月饼吃了也不甜了，请别再忙挣大钱了，该是回家露个面了，



你我也能聚聚会了。祝快乐中秋!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五

游子思乡 他乡苦 本乡甜

2. 月照纱窗 个个孔明诸葛亮;

风送幽香 郁郁畹华梅兰芳

3. 三五良宵开玉宇;

大千世界涌冰轮。

4. 玉轮光满大千界;

银汉秋澄三五宵。

5. 中天一轮满;

秋野万里香。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六

中秋节，有许多的游戏活动，首先是玩花灯。中秋是我国三
大灯节之一，过节要玩灯。当然，中秋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
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

早在南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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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
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
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
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
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
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
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次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
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
有很朴素的袖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
子掏空，到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
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
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油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
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如今广西广东的不少地区，在中秋夜布置灯会，扎制用电灯
照亮的大型现代灯彩，还有用塑料制成的各式新型花灯供儿
童玩，但却少了一份旧时灯彩的纯朴之美。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
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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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
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对汉人
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
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
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这
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秋手抄报英语篇七

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当时，中原广大人民不堪忍受
元朝统治阶级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
反抗力量准备起义。但朝庭官兵搜查的十分严密，传递消息
十分困难。军师刘伯温便想出一计策，命令属下把藏有“八
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再派人分头传送到各
地起义军中，通知他们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到了起
义的那天，各路义军一齐响应，起义军如星火燎原。

很快，徐达就攻下元大都，起义成功了。消息传来，朱元璋
高兴得连忙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
民同乐，并将当年起兵时以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
节令糕点赏赐群臣。此后，“月饼”制作越发精细，品种更
多，大者如圆盘，成为馈赠的佳品。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
俗便在民间流传开来。

一些地方还形成了很多特殊的中秋习俗。除了赏月、祭月、
吃月饼外，还有香港的舞火龙、安徽的堆宝塔、广州的树中
秋、晋江的烧塔仔、苏州石湖看串月、傣族的拜月、苗族的
跳月、侗族的偷月亮菜、高山族的托球舞等。英语拼写
为：mooncake(月亮蛋糕)。

后来，朱元璋终于把元朝推翻，成为明朝的第一个皇帝，虽
然其后满清占领中国，但是人们仍旧庆祝这个象征推翻异族
统治的节日。

相传我国古代，帝王就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在民



间，每逢八月中秋，也有左右拜月或祭月的风俗。“八月十
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这句名谚道出中秋之夜城乡
人民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
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作为()家人团圆的象征，
慢慢月饼也就成了节日的礼品。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祝捷食品。唐高祖年间，大将军
李靖征讨匈奴得胜，八月十五凯旋而归。

当时有经商的吐鲁番人向唐朝皇帝献饼祝捷。高祖李渊接过
华丽的饼盒，拿出圆饼，笑指空中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
蜍”，说完把饼分给群臣一起吃。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一书，已有“月饼”一词，但对中
秋赏月，吃月饼的描述，是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会》才有记
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
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而且制作越
来越精细。

月饼发展到今日，品种更加繁多，风味因地各异。其中京式、
苏式、广式、潮式等月饼广为我国南北各地的人们所喜食。

月饼象征着团圆，是中秋佳节必食之品。在节日之夜，人们
还爱吃些西瓜等团圆的果品，祈祝家人生活美满、甜蜜、平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