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汇总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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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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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一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有“四季新
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中
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
之首。 ”

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一
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
“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一诗中谓
之“元朔”。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
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
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
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
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
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
(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
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
农历的1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
不过当时并没有正式公布和命名。



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
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
“新年”，但并不叫“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称为
“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
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传说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
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
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
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
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
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
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
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
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历代皇朝都
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门对
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祭祖
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火”
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
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旦
庆贺情景。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二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
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
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
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
正”;晋代庾阐的《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
《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 李适《元日
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我国在发掘大汶口文
化遗物中，发现一幅太阳从山颠升起，中间云烟缭绕的图画。
经考证，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旦”字写法。后来，在殷商的
青铜器铸铭上，又出现了被简化的“旦”的象形字。“旦”
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的。“日”下面的“一”字表示地
平线，意为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元
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
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在汉语各地方言
中有不同叫法，有叫“大年初一”的，有叫“大天初一”的，
有叫“年初一”的，一般又叫“正月初一”。

元旦，《书·舜典》中叫“元日”，汉代崔瑗《三子钗铭》
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
的一篇《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
《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我国历代元旦
的月日并不一致。夏代在正月初一，商代在十二月初一，周
代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十月初一日为元
旦，自此历代相沿未改(《史记》)。汉武帝太初元年时，司
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和夏代
规定一样，所以又称“夏历”，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中华
民国建立，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
便统计”，定正月初一(元旦)为春节，而以西历(公历)1月1
日为新年。



在当代，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自西历传入我国以
后，元旦一词便专用于新年，传统的旧历年则称春节。 公
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
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
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叫做“元
旦”。不过当时并未正式公布和命名。 为了“行夏正，所以
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
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
并不叫“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公元1949年9月27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
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即是我们所说的阳历，为
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改
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旦才
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古代中国的元旦日，并非如今通用的“格列历”——公历的`
一月一日。从殷代定农历十二月初一为岁首，到汉代定在农
历正月初一为岁首，曾有多次反反复复的改变。到民国时孙
中山于1912年1月初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为“顺农
时”、“便统计”，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改公历1月1日
称为岁首“新年”，但仍称“元旦”。直到解放后中央人民
政府颁布统一使用“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将公历1
月1日规定为元旦节，并决定全国在此节放假一天。同时为区
别农历和公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
春”，恰在农历新年前后，因此改农历正月初一称为“春
节”。

“元旦”的“元”，指开始，是第一的意思，凡数之始称
为“元”;“旦”，象形字，上面的“日”代表太阳，下面
的“一”代表地平线。“旦”即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象征一日的开始。人们把“元”和“旦”两个字结合起来，



就引申为新年开始的第一天。元旦又称“三元”，即岁之元、
月之元、时之元。元旦一词最早始于三皇五帝，唐房玄龄等
人写的《晋书》上载:“颛帝以孟春正月为元，其时正朔元旦
之春。”即把正月称为元，初一为旦。南朝梁人兰子云的
《介雅》诗也云:“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

还有个传说，是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
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
但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把“天子”的皇位没传位于儿子，
而是把皇位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
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
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
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
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
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历代
皇朝都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
写门对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
祭祖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
火”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
启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
旦庆贺情景。

在民国以后虽然定1月1日为新年，当时只有机关、学校以及
外国经营的洋行大商号等才放假1天，老百姓并不承认，仍延
承古时旧习以农历初一为新年，因此老北京的街市上与民间
均没有什么欢庆活动。解放后将1月1日岁首改称为“元旦”
节后，政府仍按照几千年来使用的农历历法按农时节令，在
立春前后冬闲时期的“春节”放假三天，民间办“庙会”等
欢庆，传承百姓的心愿和千百年的民俗。

由于元旦是在民-国年间才诞生的，并是由春节演化而来，所
以，在中国刚刚开始庆祝元旦时，其庆祝的风俗习惯当然大
都是类似于春节，或者说是春节的缩小版。毕竟元旦不是我
国的传统节日，虽然沿用了部分传统的庆祝方式：如燃放炮



竹、杀三生、敬鬼神、拜祭先人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并
不见的会占用多么重要的地位。到了现代，元旦的庆祝习俗
就更简单了。

元旦的庆祝方式一：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很多国
家都把元旦顶为法顶节日，在元旦这天放假。新中国成立后，
也规定元旦为法定节日放假一天。

元旦的庆祝方式二：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
如元旦联欢会、挂庆祝元旦的标语、或举行集体活动等，以
前就有组织敲锣打鼓、集体跳民族舞的，现在在电视记录片
上还能看到，到科技发展的今天，就演变为联欢晚会什么的
了。近年更是有旅游、聚会等节目，反正元旦这天并没有太
多的传统，在这一天假期了就任人发挥了。甚至，元旦这天
对年轻一代来说只意味着一天的假期。

元旦的庆祝方式三：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就是在以民
间了，尤其是在农村。每到元旦，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炮竹，
杀鸡宰鹅的，拜祭过各方神灵后就是一家人团聚一餐。至于
更为浓重的庆祝方式暂时还没见过。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三

1、中国古代称新年第一天为“元旦”或元日、元长、元朔、
元春，具体日期在西汉以前各不相同，西汉汉武帝太初元年，
司马迁创“太初历”，以正月初一日为元旦，从此历代相沿，
直至民国时期。

2、西历公元纪年法传入我国后，民国时期以西历元月一日为
新年，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确立以西历元月一
日为“元旦”，旧历年正月初一改称“春节”



“元”有始之意，“旦”指天明的时间，也通指白天。元旦，
便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人萧
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宋代吴自牧
《梦梁录》卷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
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三子钗铭》
中叫“元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
的一篇《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
日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历来元旦指的是夏
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在汉语各地方言中有不同叫法，
有叫"大年初一"的，有叫"大天初一"的，有叫“年初一”的，
一般又叫“正月初一”。

我国历代元旦的月日并不一致。夏代在正月初一，商代在十
二月初一，周代在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以十月
初一日为元旦，自此历代相沿未改(《史记》)。汉武帝太初
元年时，司马迁创立了"太初历"，这才又以正月初一为元旦,
和夏代规定一样，所以又称"夏历"，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
以便统计"，定正月初一(元旦)为春节，而以西历1月1日为新
年。

在当代，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自西历传入我国以
后，元旦一词便专用于新年，传统的旧历年则称春节。

而在此之前，元旦一直是指农历岁首第一天的。元
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
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法”，即是我们所说的
阳历，为了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
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
一改称为“春节”，阳历一月一日定为“元旦”，至此，元
旦才成为全国人民的欢乐节日。 庆贺新年的开始，欢度元旦



可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习俗。

在我国，还列入了法定假日。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地
区采用公历纪年法，把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称作“元
旦”。

由于世界各国所处的经度位置不同，各国的时间也不同，因
此，“元旦”的日期也有不同。如大洋洲的岛国汤加位于日
界线的西侧，它是世界上最先开始的一天的地方，也是最先
庆祝元旦的国家。而位于日界线东侧的西萨摩亚则是世界上
最迟开始新的一天的地方。按公历计，我国是世界上第12个
开始新年的国家。

西元前46年，古罗马凯撒把这一天定为西历新年的开始，为
了祝福janus，这位罗马神话中的门神，janus后来也演化为英
文一月january这个词。原本以为教皇把耶稣诞生年作为西元
元年，西元一月一日也和耶稣有关联，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可能依照西方普遍信仰基督教，还应该是12月25日耶诞日为
过年，所以西方的新年没有耶诞隆重。

大约在公元前五万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由游牧改为农耕，定
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发生洪水有
很大关系。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
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
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
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
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
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元旦"最早的由来。

元旦是庆贺新年的开始，欢度元旦可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
普遍习俗。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每年1月1日作为元旦，由于世界
各国所处的经度位置不同，各国的时间也不同，因此，“元



旦”的日期也有不同。如大洋洲的岛国汤加位于日界线的西
侧，它是世界上最先开始新的一天的地方，也是最先庆祝元
旦的国家。而位于日界线东侧的西萨摩亚则是世界上最迟开
始新的一天的地方。

阿富汗把春分作为元旦;犹太人把秋分作为元旦;而寒带的爱
斯基摩人的元旦是不固定的，他们把第一次下雨作为元旦。
公元前46年，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制定儒略历，开始时他把
冬至作为元旦。但是，人们坚持要把朔日作为元旦，因此就
把元旦延到冬至后10天。

按公历计，我国是世界上第12个开始新年的国家。各个国家
由于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也都有自己
不同的庆祝。不过，这也使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更显地域、
民族特色了。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四

大约在公元前五万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由游牧改为农耕，定
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发生洪水有
很大关系。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
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
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
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
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是，古埃及人便把
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元旦"最早的由来。

元旦是庆贺新年的开始，欢度元旦可说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
普遍习俗。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每年1月1日作为元旦，由于世界
各国所处的经度位置不同，各国的时间也不同，因此，“元
旦”的日期也有不同。如大洋洲的岛国汤加位于日界线的西



侧，它是世界上最先开始新的一天的地方，也是最先庆祝元
旦的国家。而位于日界线东侧的西萨摩亚则是世界上最迟开
始新的一天的地方。

阿富汗把春分作为元旦;犹太人把秋分作为元旦;而寒带的爱
斯基摩人的元旦是不固定的，他们把第一次下雨作为元旦。
公元前46年，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制定儒略历，开始时他把
冬至作为元旦。但是，人们坚持要把朔日作为元旦，因此就
把元旦延到冬至后10天。

按公历计，我国是世界上第12个开始新年的国家。各个国家
由于其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也都有自己
不同的庆祝。不过，这也使得这个世界多姿多彩，更显地域、
民族特色了。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五

泰国传统的新年，即“宋干节”(“宋干”是梵语的译音)，
也叫“泼水节”，是公历的每年4月13日到16日。节日里，人
们抬着或用车载着巨大的佛像出游，佛像后面跟着一辆辆花
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宋干女神”，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
身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敲着长鼓，载歌载舞。在游行队
伍经过的道路两旁，善男信女夹道而行，用银钵里盛着用贝
叶浸泡过的，渗有香料的水，泼洒到佛像和“宋干女神”身
上，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然后人们相互洒水，喜笑颜
开的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
则用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泰国人在新年第一天
都在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家家户户都要到郊外江河中
去进行新年沐浴。为庆贺新年，泰国人举行在规模的“赛象
大会”，内容有：人象拔河、跳象拾物、象跨人身、大象足
球赛、古代象阵表演等。很是精彩动人。

日本人特别重视新年，每年的12月29日—1月3日为全国休假



日。日本人把12月31日称之为“大晦日”，也就是除夕日。
除夕晚上，日本人称之为“除夜”，除夜时他们祈求神灵托
福，送走烦恼的旧年，迎来美好的新年，称之为“初诣”。
除夕午夜，各处城乡庙宇分别敲钟108下，以此驱除邪恶，日
本人则静坐聆听“除夜之钟”，钟声停歇就意味新年的来到。
人们便离座上床睡觉，希望得一好梦。元旦早上，家人围坐
在一起，互相讲述除夕做的梦，以测吉凶。日本人称元旦初
一为“正日”。1—3日为“三贺日”。在正日，小辈须先去
父母那里拜年，向父母问安，然后到亲友家拜年。新年还是个
“吃”的节日，各国人民都以食用自己民族的食物来祈求好
运。日本人在“正日”这一天，早餐是很丰盛的，吃砂糖竽
艿、荞麦面等，喝屠苏酒。此后一连三天，则吃素的，以示
虔诚，祈求来年大吉大利。现日本多数城里人已放弃新年吃
素匀惯，改在“除夜”吃一餐空心面条，以祝在新的一年里，
健康长寿。

新年里，日本各户门口上方往往都拉起一条草绳或用草绳编
的圆圈，称为“注连绳”或“注连饰”。有的还摆上一些松
竹，叫做“门松”。许多公司大厦门口和街头巷口都用松竹
梅搭起设计新颖、别具一格的牌楼，以示庆贺。人们还将鹤、
龟等象征长寿的动物剪纸贴在住宅内外，祈祷平安。同时还
根据十二生肖，刻个年肖，相互赠送。邮政省还大量发行绘
有年肖的“贺年邮票”。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之间，互赠
贺年片成了最热门的祝贺方式，日本人称它为“飘舞的风
筝”，遥致深情。在新年里收到谁收到的贺年片多，谁就会
感到新的一年前途美好，财运亨通，格外喜悦。新年里，街
坊四邻、亲戚朋友、孩子之间拜年的习惯仍然盛行。见面时
的第一句话就是“恭贺新年”。

埃及是文明古国，公元前40年，埃及人就能观察星象了，他
们发现天狼星和太阳一同升起，尼罗河水立时上涨。埃及把
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为“涨水新年”。
埃及的克鲁特人迎接新年，在门口放一张桌子，七八只碟子
供着大豆、扁豆、紫苜蓿和小麦的颗粒，还有好些绿色植物



的小芽，这象征丰裕。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就越
多。埃及的新年在秋天，因埃及的农业生产是从秋季开始的。

印度从每年10月31日起为新年共5天，第四天为元旦。新年第
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印度有的地区，
元旦早上，家家户户哭声不断，人人脸上涕泪横流，他们以
岁月易逝、人生苦短，用哭来迎新年，是对人生的慨叹。有
些地区的人们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凌晨
开始直到午夜为止。由于这种怪异的习俗，印度的元旦被人
称为“痛哭元旦”、“禁食元旦”。印度人在过年的前5天，
各地都要演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意为罗摩的游行)，
扮演史诗中的英雄与纸扎巨人“作战”，“英雄”引发点着
火的箭，纸扎巨人便在观众的欢呼声中着火烧毁，除夕前，
家家户户门前都张贴上各种精美图画。元旦早上，人们提着
精制的小灯，拿着红粉包，出门向老人和亲友拜年。见面道
喜后，就互相将红粉涂在对方的额上，表示吉祥如意，抬头
见喜。年青人把红墨水装进水枪里，射到亲友身上，称
为“洒红”，表示吉祥如意。印度青年喜欢在过新年时不管
熟悉与否，见面徒手格斗。围观者叫好助威风，往往成为姑
娘追求的对象。印度中部土著民族勃希勒人，为庆祝新年，
在游戏场中竖立一根圆滑粗大的木杆，杆顶有一只盛着礼品
的小袋，姑娘们手持禾竹竿竭力阻挠向杆上爬去的小伙卫子，
小伙子们则在杆下围成一圈，努力防御姑娘们对爬杆者的攻
击，直到爬竿者夺得小袋取得胜利为止。

朝鲜和我们中国一样，在新年也有贴窗花、桃符的习俗。朝
鲜人在新年时，家家户户贴对联和年画。有的人家在门上贴
上寿星或仙女的画像，祈求上天保佑，驱走鬼魅，赐给幸福。
元旦黎明，人们把一些钞票塞进了除夕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
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
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
春佳节，朝鲜的妇女穿戴一新。元旦日少女们头戴一种麻制
的帽子，称为“福巾”，身穿带花纹的五色彩衣，进行荡秋
千比赛。她们以一处树花为目标，看谁先踢到或咬到为胜。



也有在高处挂上铜铃的，以先碰响者为冠军。新年期间，朝
鲜人除了享以美酒佳肴外，还必须要做一种用糯米加上松子、
栗子粉、枣泥和蜂蜜等，蒸煮成与我国的八宝饭相类似的甜
饭食用，以预示家里人丁兴旺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

新一年到来，蒙古老人会装扮成牧羊人的样子，穿着毛绒的
皮外套，头戴一顶皮帽，手拿一根鞭子，不停地把鞭子在空
中抽得啪啪响，以示驱邪祝福。

在英国，公历元旦虽没有圣诞节那样隆重，但在除夕夜和元
旦，还是根据当地的风俗习惯开展种种庆祝活动，以示送旧
迎新。英国人在除夕的深夜，常带上糕点和酒出去拜访，他
们不敲门，就径直走进亲友家去。按英国人的风俗，除夕千
夜过后，朝屋里迈进第一只脚的人，预示着新的一年的运气。
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黑发的男人，或是个快乐、幸福而富裕
的人，主人就将全年吉利走好运。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浅黄
头发的女人，或是个忧伤、贫穷、不幸的人，主人在新的一
年中将遭霉运，会遇上困难和灾祸。除夕在亲友家作客的人，
在未交谈前，要先去拨弄壁炉的火，祝福主人“开门大吉”。
英国的新年庆祝活动大都在除夕火夜举行，“迎新宴会”，
便是其中之，这种宴会分“家庭宴会”和“团体宴会”两种，
宴会通常从除夕晚上8时开始中直至元旦凌晨结束。宴会上备
有各种美酒佳肴和点心，供人们通宵达量地开怀畅饮。午夜
时分，人们打开收音机，聆听教堂大钟的新年钟声，钟声鸣
响时，人们一片欢腾，举杯祝酒，尽情欢呼，高歌《往昔的
日光》。“除夕舞会”则是另一种庆祝活动。由当地的旅馆
和舞会，夜幕降临。人们身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杰到这
些装饰一新的灯光辉煌的舞场，在美妙的乐声中翩翩起舞，
成千上万的人群，还云集到各个广场，围绕着广场中心的喷
泉和厄洛斯神象，载歌载舞，尽情狂欢。电视台还在广场做
现场直播，让在这家“守岁”的人也共享欢乐。

德国的新年，庆祝时间前后有一周。这期间，家家户户都要
摆上一棵枞树和横树，树叶间系满绢花，表示繁花如锦，春



满人间。德国人在除夕午夜新年光临前一刻，爬到椅子上，
钟声一响，他们就跳下椅子，并将一重物抛向椅背后，以示
甩去祸患，跳入新年。孩子们组成乐队，穿上新衣服，拿着
口琴和手风琴，列队在街上吹奏。成年人则手持彩旗，跟在
后面呐喊唱歌，欢庆新年，德国的妇女在新年里要即兴表演
家庭题材的喜剧小品。在德国的农村流传着一种过新年的风
俗--“爬树比赛”，小伙子们顺着光秃秃的树比赛爬高，第
一名被誉为“新年英雄”，以示步步高升。

巴西人在元旦这天，高举火把，蜂拥登山。人们争先恐后地
寻找那象征幸福的金桦果。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找到这
种罕见的果子。他们称之为“寻福”。巴西农村有一个独特
的风俗习惯——便是互相揪耳，人们在元旦见面时，一定要
相互使劲揪住对方的耳朵，表示祝福。

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它的季节和月份是不固定的。在伊
朗，庆贺新年就是庆祝春天到来，往往是在公历3月下旬，过
新年要隆重庆祝一周时间，人们涌上街头生起“篝
火”——“夜火”，然后全家人依次从夜火上跳来跳去，表
示烧掉“晦气”，迎来光明，驱邪灭病，幸福永存。除夕夜
要吃“七道菜”，每道菜的名称都要以字母“s”开头的，以示
吉祥。初一到初三，人们走亲访友，互祝春节快乐。新年最
后一天，全家出游踏青，以避邪恶。

除夕，全家欢聚，吃顿丰盛的“团圆饭”。这时桌上摆着七
样东西，其波斯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都是s，称为“哈夫特
辛”。七样东西及其含义是：麦苗或豆苗——万物生机勃勃，
欣欣向荣;苹果——硕果累累，鲜美滋润;醋——生活美满，
有滋有味;蒜——驱除恶魔;金、银币——招财进宝，发家致
富;香料(调味用)——生活美好;麦芽糖——生活甜蜜。此外，
桌上还放着《古x经》和伊斯兰教什叶派鼻祖阿里的画像，表
示主人的虔诚;还有象征光明、诚挚、前程似锦的镜子、蜡烛、
彩蛋和金鱼。



法国以酒来庆祝新年，人们从除夕起开始狂欢痛饮，直到1
月3日才终止。法国人认为元旦这一天的天气预示着新的一年
的`年景。元旦清晨他们就上街看风向来占卜：刮南风，预兆
风调雨顺，这一年会是平安而炎热;刮西风，有一个捕鱼和挤
奶的丰收年;刮东风，水果将高产;刮北风，则是欠收年。

瑞士：瑞士人有元旦健身的习惯，他们有的成群结队去爬山，
站在山顶面对冰天雪地，大声歌唱美好的生活;有的在山林中
沿着长长的雪道滑雪，仿佛在寻找幸福之路;有的举行踩高跷
比赛，男女老幼齐上阵，互祝身体健在庆祝仪式开始的几个
星期以前，妇女们忙着制作男人们所穿的服装。人们用木头
精心雕刻成的圆盘形头饰，有的象征房屋，有的象征桥梁和
村落等。凡是参加庆祝活动的都装扮成女性，象征富有和善
良。他们戴的假面具，面颊丰满，都是用蜡制作的。他们口
含一朵小花，脸上的表情“千篇一律”。五光十色的头饰上，
还饰有祖先的座右铭。康。以健身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元旦时，家家都要做一个大蛋糕，里面放一枚银币。主人将
蛋糕切若干块，分给家人或来访的亲朋好友。谁吃到带有银
币的那块蛋糕，谁就成了新年最幸运的人，大家都向他祝贺。

元旦前夜，人们在广场上竖起高大的圣诞树，搭起舞台。市
民们一边烧着焰火，一边载歌载舞。农村人拉着木犁，上面
装饰着各种彩花，庆祝新年。

在元旦这一天，巴基斯坦人们个个手拿红粉跑出门，见了亲
友，道过新喜，便互相将红粉涂在额上，以示庆祝新年吉祥
如意。

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居民，每逢元旦都要举行激烈的抢山羊
比赛，以示庆祝。两队骑手争抢猎物，比赛既紧张激烈，又
喜庆欢乐。

阿根廷人认为水是最圣洁的。每年元旦，各家老少成群结队



到江河中洗“新年浴”，以洗去身上的一切污秽。

墨西哥有些地区的人们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是禁止笑的，他们
一年共分18个月，每月20天，一年最后5天内不准笑。

元旦用餐时，谁打喷嚏谁准会给全家人带来幸福，家主将第
一只羊、牛或马驹许给他，以祝愿他给全家人带来幸福。

巴拉人把每年最后五天定为“冷食日”。在这五天中，上至
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不能动烟火，只能吃冷食，直
到元旦，才能生火做饭，庆祝佳节。

韩国人在元旦这一天，全家除了团聚饭宴外，还要进行祭祀
祈祷等活动。男孩子多半去放风筝，女孩子则跳跳板。

坦桑尼亚新年前夕，沿海的斯瓦希里族人家家户户要用木炭
爆玉米花撒在物内的各个角落，以示驱散妖魔，祈求幸福;用
玉米和菜豆煮饭盛于碗盘放在门前，供串亲的过路人随便食
用。元旦那天，人们鸡鸣即起，姑娘们身着彩裙，走门串户
唱民歌;早餐后，鼓乐齐鸣，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到海滩洗澡，
以示洗去污秽，健康欢乐地迎接新年。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六

一家和和睦睦，一年开开心心，一生快快乐乐，一世平平安
安，天天精神百倍，月月喜气扬扬，年年财源广进。元旦快
乐!

清晨曙光初现，幸福在你身边;中午艳阳高照，微笑在你心
间;傍晚日落西山，欢乐随你天。元旦快乐!新年吉祥!好运齐
来!

第一缕阳光是我对你的深深祝福，夕阳收起的最后一抹嫣红



是我对你衷心的问候，在元旦来临之际，送上真挚的祝福：
新年快乐!

此信虽无墨香，笔尖祈愿徜徉，举目间有祝福流淌;幸福新年
时光，心中情谊激荡，愿您一生无忧，快乐美满，幸福常伴，
元旦欢畅!

漫天漫天的雪花，是飞舞的乐符，是轻扬的乐曲，是思念的
乐章!我用祝福奏出祈盼，希望在这寒冷的冬季，带给你暖暖
的问候!祝你元旦快乐!

元旦愿你抱着平安，拥着健康，揣着幸福，携着快乐，搂着
温馨，带着甜美，牵着财运，拽着吉祥，迈入新年，快乐渡
过每一天!

以幸福为笔，以快乐为纸，画了一个圆蛋，送给你，‘元
旦’开心随你，以祝福为圆心，以问候为半径，画了一个圆
蛋，献给你，‘元旦’吉祥伴你，以真诚为核心，以短信为
介质，写了一段心愿，发给你，愿你元旦乐相随，如意绕心
间!

元旦已约好祥风瑞雪，在元旦这一天播洒快乐幸福，降临好
运平安，扫走忧愁烦恼，带走无奈伤心，愿您元旦快乐，开
心幸福!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七

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是我国一个隆重的节日，
元旦手抄报你会制作吗？下面是百分网小编带来的元旦手抄
报图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1、新年快乐!这四个字虽然只花了我1毛钱，但却相当于1.5
吨的祝福砸在你身上!



3、新年好!衷心祝福你:上帝保佑你!真主关心你!菩萨爱护
你!要云得云,要雨得雨.花天酒地,黄金遍地.

4、我和你跨过分秒，愿也可以跨过余生岁月。

5、敬爱的老师，谢谢您以辛勤的汗水滋润我们的心田，并抚
育我们茁壮成长。老师，我爱您们！

6、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发得像肥猪;身体棒棒，
壮得像狗熊;爱情甜甜，美得像蜜蜂;财源滚滚，多得像牛毛!

9、神说：幸福是有一颗感恩的心，健康的身体，称心的工作，
一位深爱你的人，一帮信赖的朋友你会拥有这一切!祝元旦快
乐!

11、新年好，财神到！新年如意吉祥！春风得意，大展鸿图！

12、新年到，想想送什么给你，又不打算太多，就只给你五
千万：千万快乐!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平安!千万要知足!千万
不要忘记我!

13、新的一年，每年都有新的变化，但我的心没有变，我的
誓言没有变，我要...陪你一起变老。

14、你如果现在是一个人，我祝你新年快乐;如果是两个人，
那也新年快乐;如果是一伙人，请告诉我你们在什么地方。

15、祝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年年如意、岁岁平安;财源
广进、富贵吉祥;幸福安康、庆有余;竹抱平安，福满门;喜气
洋洋。

每年的1月1日是元旦，这是新年的开始。”“元旦”是个复
合词。根据一个词，“丹”代表一个圆太阳。“太阳”下面的
“一”字代表地平线，意思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它象征着



重生，是对不断上升的希望的一种寄托。

孩子们过年要吃冰糖葫芦，象征着新的一年兴旺发达。文化
习俗方面：秧歌、踩高跷、二人转等将陆续在庙会上表演。
天津充满了文化娱乐活动。山东省元旦这天，学生们向孔子
雕像献祭，以迎接下一个黄金年。

在中国北方，冬天天气寒冷，白天短，夜晚长。从元旦开始，
农闲时节的人们杀猪放羊，盘腿坐在炕上，聊聊日常生活。
直到正月十五，他们才作工，也不出去。由于天气寒冷，东
北元旦的饮食主要是冷冻食品、泡菜、炖菜。如冻饺子、酸
菜炖粉丝、腌雪红等都是元旦必不可少的食物。

中国南方的元旦习俗趋于高雅。在江浙一带，竹竿逢年过节
绑在草地上点燃，被称为“青天蚕”。绍兴元旦会用“茶碗
茶”招待客人，有的还放橄榄和金橘，称为“抱元宝”。

在福建，“春”和“剩”在福建是一样的。元旦吃饭时，要
在米饭上插上红纸花，俗称“春米”。春稻是“年年有余”
的象征。在广东，元旦这天，长辈们会给年轻一代发红包或
橘子，这也是来年好运和顺差的象征。

在台湾，逢年过节，全家老少都聚在一起吃顿饭。火锅放在
餐桌上，被称为“火炉”。参加“围炉”的人，要品尝桌上
的每一道菜，象征性地饮酒，让来年兴旺发达。

1949新中国成立后，把阳历1月1日定为元旦，由于元旦是在
我国民国时期才诞生的。庆祝的习俗习惯，当然大都是类似
于春节的习俗，或者也可以说是春节的袖珍版，毕竟元旦不
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虽然沿用了部分的传统庆祝方式。比如
放烟花，杀三生，祭鬼神，拜祭先祖等。

元旦在中国人的眼里看的并不重，因此庆祝的那个习惯习俗
也比较简单。元旦属于国际节，很多国家都把元旦列为法定



的节日，在中国也同样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规定元旦为
法定节假日放假一天，后来改成元旦放假三天。但在中国各
地，并没有规定的习俗来庆祝元旦。

亲爱的老师们，亲爱的学生们：

大家好!

白驹过隙般，20xx匆匆从指缝的罅隙中溜走，匆忙的让我们来
不及细数脚步，匆忙的来不及让我们驻足聆听。清点一下自
己的20xx，有痛苦，有欢笑，五味杂陈。在碎玻璃般的时光片
段中，处处溢满了你们的身影。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用文
字将这些记录下来，我明白，这都是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20xx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整个行业的低潮让许多人迷茫
徘徊，可你们依然坚定的选择了我们，这让我们感动不已。
风风雨雨，我们共同进退;酸甜苦辣，我们荣辱与共。感谢各
位对环球控股集团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也必将不辜负诸位的
期望与重托，尽的努力健全我们的制度，完善我们的服务，
让您更加的放心，更加的省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0xx，面对更加激烈的市
场竞争，我们将一如既往，信心倍增，激情满怀。我们明白，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而这段路，离不开你们的扶持。我们
是朋友，更是亲人，没有你们，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辉煌的成
果;没有你们，更没有我们明天光明的前方;是你们，让过去
的20xx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的充满血肉和真实感;是你们，让
我们更加坚定前进的路，更加的积极进取，无惧风雨。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崭新的环球控股会已全新的姿态，为
您奉上更为贴心的服务。因为有你，我们不会彷徨!因为有你，
我们勇往直前!

元旦节是一年的首日。“元旦节”这一名字，听说起自传说



中三皇五帝之一——颛顼。他以阴历正月为元，初一为
旦。“元”带有第一和刚开始之意，“旦”则是一轮红日从
路面刚开始冉冉升起。“元”和“旦”和在一起，便是要大
家以朝气蓬勃青春活力来迎来全新的一年。

中华的元旦节，相传谈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至今已
有3000很多年的历史时间。“元旦节”一词最开始出現于
《晋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实际上正朔元旦节之
春”的诗中。汉朝时，南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
有“四季新元旦节，万寿早春朝”的记述。

如今常说的“元旦节”，是公年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会精神，在决策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另外，也决策选用全球通用性的公元纪年法，并将阳历1月1
日宣布列入“元旦节”，阴历正月初一改成“新春佳节”。

在当今，元旦节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即1月1日）。自
西历传到在中华之后，元旦节一词便专用型于新春，传统式
的旧历年则称新春佳节。而在这以前，元旦节一直就是指阴
历岁首第一天的。元是“初”“始”的含意，旦指“日子”，
元旦节统称就是“原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

同时还发现，当尼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
候，也正好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于
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元旦最早的
由来。

元旦是全世界人民传统的新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每年1
月1日作为元旦，因为他们多采用了国际通行的公历。但也有
一些国家和民族由于本地的历法传统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
季节气候的不同，因而他们的元旦日期也不一样，这也使得
这个世界多姿多彩，更显民族特色。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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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试笔(选一)——(明)陈献章

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争遗草茅知。

邻墙旋打娱宾酒，稚子齐歌乐岁诗。

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有好花枝。

晚风何处江楼笛，吹到东溟月上时。

丁卯元日——(清)钱谦益

一樽岁酒拜庭除，稚子牵衣慰屏居。

奉母犹欣餐有肉，占年更喜梦维鱼。

钩帘欲连新巢燕，涤砚还疏旧著书。

旋了比邻鸡黍局，并无尘事到吾庐。

田家元旦——(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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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日(玉楼春)——(宋)毛滂

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屠苏沉冻酒。

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

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

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

庆元旦手抄报内容简单篇九

一个鸡蛋跑到了山东，结果它变成了鲁(卤)蛋;

一个鸡蛋无家可归，结果它变成了野鸡蛋;

一个鸡蛋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倒在地上，结果它变成了
导弹;

一个鸡蛋跑到人家院子里去了，结果它变成了原子弹;

一个鸡蛋跑到青藏高原，结果它变成了氢弹;

一个鸡蛋生病了，结果它变成了坏蛋;

一个鸡蛋嫁人了，结果它变成了混蛋;

一个鸡蛋跑到河里游泳，结果它变成了核弹;

一个鸡蛋跑到花丛中去了，结果它变成了花旦;

一个鸡蛋骑着一匹马，拿着一把刀，原来它是刀马旦;

一个鸡蛋滚来滚去，越滚越圆，结果就变成了圆蛋--元旦快
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