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 传统节日调
查报告(大全5篇)

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具有
语言陈述性的特点。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告
呢？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吧。

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篇一

传统节日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来的一大遗产，而现在很多人都
慢慢遗忘这些传统节日，更注重洋节，比如圣诞节、情人
节……这些是没错的，可仔细看看晒霉节大家都如此不了解，
再看看圣诞节各家的漂亮圣诞树，是啊，传统节日是我们有
权保护的，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做到呢?看看调查晒霉节的习俗，
只有一人答出，说明大家对传统习俗是多么的不了解、不清
楚，而如果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都留不住，我们还有什么
资格说自己是中国人?现在，我唯一能说的就是：请大家保护
好我们的传统节日，认真对待每个传统节日，只有这样，明
天中国才会更加繁荣富强!

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篇二

在大年30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当然，
这是新年的第1餐正餐，既可以在自己家里吃，也可以在长辈
家里吃。对于团年饭的菜式和菜数都是有很严格的规矩的。
在我们家。每年的团年饭上都得有8道菜，其中鱼和鸡是必不
可少的菜。鱼象征年年有余，而鸡又是广东人最喜欢的食物。
它们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呢！

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篇三

大部分中学生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值得



倡导并隆重举行的，比如说“端午节”是纪念我们伟大的爱
国英雄――屈原的；还有部分中学生认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
了解程度不是很高，不明白部分节日的意义，所以表示不是
很提倡，有的人甚至表示对中国传统节日都不是很了解，在
调查中我发现很多人不能完全说出中国传统节日有哪些，有
些竟然表示不知道“端午节“这个节日的来源。

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篇四

由于对我国文化、民族传统知识的欠缺以及盲目从众崇洋媚
外的心理，还有青春期特有的猎奇心，导致部分中学生对外
国节日表现出“狂热”的态度，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当代
中学生从小就被社会定位为为了考试而拼命学习的一类人，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钻研”那些课本知识以应付考试，忽视
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错误的认为科技、经济等某
方面优于中国的部分西方国家就是自己的偶像，从而导致崇
洋媚外，热衷于外国的文化教育及服饰等各种东西，当然西
方国家的节日也成为他们青睐的对象。

传统节日的调查报告篇五

调查时间：20xx年x月x日

调查地点：因特网，有关书籍

调查对象：网友，亲友,当地居民

调查方式：网上查找，问卷咨询，翻阅书籍并记录

调查目的:

在我国，农历七月初七的夜晚，天气温暖，草木飘香，这就
是人们俗称的七夕节，这是中国传统节日中最具浪漫色彩的
一个节日，也是过去姑娘们最为重视的日子.多年以来,七夕



节一直是被中国人民称作为”中国情人节”的传统节日,并颇
受各界人士的喜爱,这其中的一个到底是有何秘密呢?这样一
个被浪漫所充斥的日子,人们通常喜欢用哪些方式来庆祝和祝
福?七夕节是人们美好向往的诠释,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爱情的
无限期待,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进行这次调查,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了解七夕,走近七夕,深入七夕,,对华夏儿女对此
节的情有独钟进行剖析,对传统七夕节进行全面揭密!

调查过程：

1.在网络上查找有关七夕的资料,例如来历,习俗,以及历史等.

2.翻阅书籍了解人们自古以来对于七夕的看法及有关历史.

3.制作有关问卷,向身边的人发放,并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统计结果.

4.深入当地居民的七夕晚上的'生活中,观察他们的一些习惯.

5.对于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归类.。

调查分类整理：

一、七夕节来历

七月初七日为七夕节，庆贺天上牛郎与织女的一年一会，亦称
“乞巧节”、“少女节”、“情人节”。

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起源于星辰崇拜，是人们将牵牛星和织
女星神化和人格化的产物。牛郎织女故事雏形最早见于《诗
经》，后经历代流传和加工，最终形成了优美动人的神话故
事。

牛郎是人间孤儿，父母双亡之后，常受兄嫂虐待。兄嫂和牛
郎分家，只给牛朗一头老牛。织女是天上一位聪明美丽、擅



于织布的七仙女。有一次她与其他仙女一道到银河洗澡。牛
郎在老牛示意下，来到银河边将织女的天衣偷走。织女不能
重返天宫，遂于牛郎结成夫妻，生有一儿一女，自耕自织过
着幸福美满生活。天帝知道后大为震怒，派了天兵天将到人
间将织女抓回天宫。牛郎十分悲痛，抱着一双儿女哭作一团。
老牛临死前，嘱咐牛郎在它死后穿上它的皮即可携儿女上天
宫去寻找织女。牛郎照老牛的吩咐做了，挑着儿女来到天上，
眼看就要追上织女时，王母娘娘忽然拔下金簪，在空中一划，
二人之间顿时出现一条波浪滚滚的天河，牛郎织女只能隔河
相泣。织女和牛郎及他们儿女的哭声感动了天帝，天帝允许
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在鹊桥相聚一次。每逢七月七日，便
有无数的喜鹊在天河两岸搭起鹊桥，让牛郎织女在此相会。
每到七夕，大家就会出门去看牵牛、织女星渡河相会。

而那一天，也就成为了现在流传甚广的七夕节。

二、七夕节历史

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
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
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
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
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
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
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
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
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
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
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
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
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



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
日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