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 新春快乐手
抄报内容(大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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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接
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篇一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
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
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
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
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
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
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
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
喂虎。

过年”的由来

传说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
常，“年”兽常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
伤害人命，这时，人们就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
避“年”的伤害。

又到了一年的除夕，乡亲们都忙着准备逃往深山，这时候村
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白发老人对一户老婆婆说只要让他
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走。众人不信，老婆婆
劝其一起上山躲避，但老人坚持留下。



当“年”兽像往年一样准备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爆竹
声，“年”兽浑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了，原来“年”兽最
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红
袍的老人，“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

第二天，当人们回到村里，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才恍然大
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同时还
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每年的除
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灯火通明，守更待岁。这
风俗越传越广，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过年”。

现在，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佳节，它象征着团结、兴旺，人们
对新的一年寄托着希望。

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篇二

1、春节从前不叫“春节”。

正月初一在古代不叫春节，而叫元旦。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历
纪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国民
党曾试图废除春节，但是被中国人民强烈抵制后以失败告终。

2、“春节”从前不是节日。

中国历史上的“春节”一词，不是节日，而是特指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
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
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

3、春节有狭义、广义之分。

现今狭义的春节一般指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即农历正月初一。
民间广义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二十
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4、春节的时间(农历正月初一)在公历1月21日至2月21日之间
游动。

“最早的春节”(如1966年的1月21日)和“最迟的春
节”(如1985年的2月20日)相差整一个月。

根据历法计算，如果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2320xx年2
月21日将迎来“史上最晚春节”，此前春节最迟出现在公历2
月20日，为1920xx年和1985年。

5、春节可能过两个。

闰春节，又称“闰正月”，从公元 1645 年使用历理置闰制
开始，到公元 2800 年，农历闰正月只发生 6 次，其年份分
别是1651、2262、2357、2520、2539、2634 。

嗯。最近一次要等到 2262 年，我们没缘分碰见了。

碰到这种情况，原则上春节过第一个正月的，不过也有过两
次的。

6、大年三十也会在“二十九”。

一个月没有30天，这在农历中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现行农
历是根据地球、月亮、太阳三者运行的天文数据来安排的，
必须每个月的初一看不到月亮任何明亮的部分，也就
是“朔”。

而事实上，月亮从圆到缺的时间，平均周期是29.53天，安排
月份的天数必须是整数，这就导致了大月、小月的出现，便
会发生某个月拥有30天，某个月29天的情况。

如果这个月刚好是腊月，那么这一年(农历)就没有大年三十
了，除夕也就提前到了腊月二十九。



7、春节每天庆祝内容都不同。

春节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的习俗，但是每天的庆祝内容却不相
同。从初一到初七，分别是鸡日、犬日、猪日、羊日、牛日、
马日和人日。传说女娲先用六天造出了鸡、狗、猪、羊、牛、
马，积累了经验后在第七天才造出了人。所以，初七为什么
要上班?!

8、春节不只中国有。

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将农历新年列为法定假
期，分别是：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毛里求斯、缅甸、文莱。另外，以前的日本也过农历新年，
但明治维新后废除了农历，节日也直接搬至阳历。

9、压岁钱其实不是“钱”。

压岁钱其实不是“钱”，而是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传说
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叫“祟”，每年除夕夜里出来害人，压
祟钱就是专门用来吓走这货的。

10、“福”字倒贴有讲究!

大门上的“福”字不能倒贴，在民俗传统中，水缸、垃圾箱
和柜子才要倒贴福字。为了避讳在倒水和倒垃圾时把家里的
福气倒走，便在这两处倒贴福字，巧用“福至”来抵消“福
去”。

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篇三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
万里赶回家来，这就是春节，中国人最重大的节日，小编整
理了20xx新春快乐手抄报内容素材，希望能帮助到您。



1、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从吃年夜
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
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
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
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
望之意。

2、放爆竹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
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
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
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
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
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历代的诗人墨客
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

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
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
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
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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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
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饺子的作
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内容是五花八
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正统的饺子



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油的酱油为
佐料沾着吃。

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
“合”的意思;饺子的“饺”和“交”谐音，“合”和“交”
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
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
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
新春，其乐融融。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
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
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我国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俗
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为
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1、春节从前不叫“春节”。

正月初一在古代不叫春节，而叫元旦。辛亥革命后采用公历
纪年，遂称公历1月1日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国民
党曾试图废除春节，但是被中国人民强烈抵制后以失败告终。

2、“春节”从前不是节日。

中国历史上的“春节”一词，不是节日，而是特指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
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
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

3、春节有狭义、广义之分。

现今狭义的春节一般指中国农历年的岁首，即农历正月初一。
民间广义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二十



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4、春节的时间(农历正月初一)在公历1月21日至2月21日之间
游动。

“最早的春节”(如1966年的1月21日)和“最迟的春
节”(如1985年的2月20日)相差整一个月。

根据历法计算，如果农历不进行人为调整的话，2320xx年2
月21日将迎来“史上最晚春节”，此前春节最迟出现在公历2
月20日，为1920xx年和1985年。

5、春节可能过两个。

闰春节，又称“闰正月”，从公元 1645 年使用历理置闰制
开始，到公元 2800 年，农历闰正月只发生 6 次，其年份分
别是1651、2262、2357、2520、2539、2634 。

嗯。最近一次要等到 2262 年，我们没缘分碰见了。

碰到这种情况，原则上春节过第一个正月的，不过也有过两
次的。

6、大年三十也会在“二十九”。

一个月没有30天，这在农历中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现行农
历是根据地球、月亮、太阳三者运行的天文数据来安排的，
必须每个月的初一看不到月亮任何明亮的部分，也就
是“朔”。

而事实上，月亮从圆到缺的时间，平均周期是29.53天，安排
月份的天数必须是整数，这就导致了大月、小月的出现，便
会发生某个月拥有30天，某个月29天的情况。



如果这个月刚好是腊月，那么这一年(农历)就没有大年三十
了，除夕也就提前到了腊月二十九。

7、春节每天庆祝内容都不同。

春节虽然是一个整体性的习俗，但是每天的庆祝内容却不相
同。从初一到初七，分别是鸡日、犬日、猪日、羊日、牛日、
马日和人日。传说女娲先用六天造出了鸡、狗、猪、羊、牛、
马，积累了经验后在第七天才造出了人。所以，初七为什么
要上班?!

8、春节不只中国有。

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有很多国家将农历新年列为法定假
期，分别是：韩国、朝鲜、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
毛里求斯、缅甸、文莱。另外，以前的日本也过农历新年，
但明治维新后废除了农历，节日也直接搬至阳历。

9、压岁钱其实不是“钱”。

压岁钱其实不是“钱”，而是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传说
古时候有一种小妖名叫“祟”，每年除夕夜里出来害人，压
祟钱就是专门用来吓走这货的。

10、“福”字倒贴有讲究!

大门上的“福”字不能倒贴，在民俗传统中，水缸、垃圾箱
和柜子才要倒贴福字。为了避讳在倒水和倒垃圾时把家里的
福气倒走，便在这两处倒贴福字，巧用“福至”来抵消“福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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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
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
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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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
仗”、“鞭炮”。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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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
典，及婚嫁、建房、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
吉利。现在，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
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生产的爆竹花色
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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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
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各贴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
的“贺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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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篇四

守岁，就是在旧年的最后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
的到来的习俗，也叫除夕守岁，俗名“熬年”。探究这个习
俗的来历，在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

太古时期，有一种凶猛的怪兽，散居在深山密林中，人们管
它们叫“年”。它的形貌狰狞，生性凶残，专食飞禽走兽、
鳞介虫豸，一天换一种口味，从磕头虫一直吃到大活人，让
人谈“年”色变。后来，人们慢慢掌握了“年”的活动规律，
它是每隔三百六十五天窜到人群聚居的地方尝一次口鲜，而
且出没的时间都是在天黑以后，等到鸡鸣破晓，它们便返回
山林中去了。

算准了“年”肆虐的日期，百姓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视为关
口来煞，称作“年关”，并且想出了一整套过年关的办法：
每到这一天晚上，每家每户都提前做好晚饭，熄火净灶，再
把鸡圈牛栏全部拴牢，把宅院的前后门都封住，躲在屋里
吃“年夜饭”，由于这顿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
办得很丰盛，除了要全家老小围在一起用餐表示和睦团圆外，
还须在吃饭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灵保佑，平安地度
过这一夜，吃过晚饭后，谁都不敢睡觉，挤坐在一起闲聊壮
胆。就逐渐形成了除夕熬年守岁的习惯。

——万年历的创建

相传，在古时候，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
就有了想把节令定准的打算。但是苦于找不到计算时间的方
法，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树阴下休息，树影的移动



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晷仪，测定一天的
时间，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启发了他的灵感，他又动手做了
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
十多天，四季就轮回一次，天时的长短就重复一遍。

当时的国君叫祖乙，也常为天气风云的不测感到苦恼。万年
知道后，就带着日晷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
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
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希望能
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
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
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

日出日落三百六，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四时，一岁
月有十二圆。冬去春来，年复一年，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
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
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
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

儿童节的手抄报三年级篇五

春节的传统民俗内容资料：

春节是除旧布新的日子，春节虽定在农历正月初一，但春节
的活动却并不止于正月初一这一天。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日)小年节起，人们便开始“忙年”：扫房屋、洗头沐浴、准
备年节器具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即“辞旧迎新”。

春节也是祭祝祈年的日子，古人谓谷子一熟为一“年”，五
谷丰收为“大有年”。西周初年，即已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庆
祝丰收的活动。后来，祭天祈年成了年俗的主要内容之一;而



且，诸如灶神、门神、财神、喜神、井神等诸路神明，在春
节期间，都备享人间香火。人们借此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
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能得到更多的福佑。

春节还是合家团圆、敦亲祀祖的日子。除夕，全家欢聚一堂，
吃罢“团年饭”，长辈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一家人团坐
“守岁”。元日子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辞旧岁、迎新年
的活动达于高潮。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然后依
次给尊长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致祝贺。

春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元日以后，各种丰富多彩的
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耍狮子、舞龙灯、扭秧歌、踩高跷、杂
耍诸戏等，为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的喜庆气氛。

因此，集祈年、庆贺、娱乐为一体的盛典春节就成了中华民
族最隆重的佳节。而时至今日，除祀神祭祖等活动比以往有
所淡化以外，春节的主要习俗，都完好地得以继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