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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
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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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街上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货物都
齐全，琳琅满目，人们恐怕想买什么都难选择!

春节前，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家家都把房子打扮得别具一
格，各有各的个性。他们把买来的年货放得满地都地。买来
的年画怎么贴法，那就各有自己的风格和喜好了。有的正着
贴，有的倒着贴，还有的歪着贴，各有千秋。人们把买来的
菜全部都弄好了，只等春节一到，就可一饱口福了。家家备
有鞭炮，人们穿上新衣服，准备迎新年，在春节前，人们一
出门，如果遇上了好朋友，总是口中不忘说一句：“上街
啊!”

人们杀猪宰羊，忙碌地准备着春节大吃大喝一番。

春节到了，小朋友们便早早起床，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开
始了传统的拜年仪式了。小朋友们对父母说着一些吉祥话儿，
爸妈就拿出压岁钱，让小孩子们高高兴兴。大家都希望今年
能够吉祥如意，招财进宝。

一些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品尝着美酒佳肴，谈着一些开心的
话儿。而兴的则是我们，可以大把大把地攒取压岁钱，然后
就欢天喜地跑到街上去买很多的东西，如s.d娃娃.、吃德克
士.玩过山车等，而我们只要嘴巴甜一点，多说些祝福的话儿，
那可就大赚一笔了!



人们一直玩到深夜，嘴里啃着美味水果，手里燃放鞭炮烟
花……大人小孩们载歌载舞，忘情地玩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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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即将到来，同学们是不是要准备好手抄报图片呢?如何收
集手抄报图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春节手抄报一
年级简单又漂亮图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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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大全

吃饺子

零点后春节的第一顿饭都是吃饺子。

煮饺子时，要鸣放鞭炮。为驱邪恶、求吉利，有的地区烧火
煮饺子要用芝麻秸，意味着新一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
越过越好。饺子要煮得多，必须有余，饭后锅内要放上馒头，
意在有余头。水饺煮好后，先盛一碗敬天地，再盛一碗敬灶
君。就餐时，除每人一碗外，还要多盛一到二碗，意在希望
人丁兴旺。吃饺子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春节的饺子里多
包有钱、枣、栗子等，吃到红枣，意味着新一年能起早干活，



勤劳致富;吃到栗子，意味着新的一年能出大力，流大汗;吃
到花生米，就能长命百岁;吃到钱，就能发财。不管谁吃到其
中的哪一种，大家都衷心地祝贺。如果小孩吃到了钱，家长
更十分高兴，认为孩子有出息，除了鼓励以外，还要赏钱，
以示祝贺。许多地方初一吃素馅饺子，取“素静一年”之意。
临清地方初一早饭吃各种馍馍、枣糕、粘窝窝等，又佐以各
种丸子、粉条、白菜熬成的“全菜”，名为“吃全年的饭
菜”。

初一拜年

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里那里祝贺新
春，旧称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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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
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电话拜年和
手机短信拜年、qq、微信拜年等。

压岁钱

春节拜年时，长辈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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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喜气洋洋，不过古时候忌讳也多，现在保留的也
很多，各地习惯也不尽相同，实难备记。很多禁忌没有科学
依据，但也纯朴地表现了人们希望来年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



初二迎婿日，姊妹相聚会

大年初一为四时之始，人们以早为贵，早有所成，一切占先。
过了“四始”日，人们就不再讲究“早”字了，可以睡个大
懒觉，民俗故有“大年初一起五更，大年初二日头红”的说
法。

大年初二，出嫁的女儿会带着丈夫及儿女回娘家拜年。夫婿
要同行，俗称[迎婿日]。回家时携带礼品，名为[带手]或[伴
手] 。

大年初二看望朋友

初一不出户，今日要到亲眷人家去拜拜年。哥哥弟弟手相牵，
东家留吃饭、西家排酒筵;临到走，还有二百压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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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幼儿知道雷锋叔叔是一位努力学习、勤俭节约、助人为
乐的优秀解放军战士。

2、激发幼儿向雷锋叔叔学习，认真学本领，多为班级和别人
做好事的欲望。

(1)活动前向幼儿介绍有关雷锋的事迹。

(2)雷锋事迹的图片。

1、出示雷锋的图片，提问：这是谁?你们认识他吗?

2、幼儿互相谈谈自己对雷锋的认识。

3、引导幼儿观察图片，引发幼儿讨论，使幼儿对雷锋有一个
整体认识。



4、结合图片向幼儿介绍雷锋的生平。

甲：三月，阳光明媚。

乙：三月，万物复苏。

甲：三月，春风送暖。

乙：三月，大地换新颜。

甲：同学们，三月，是什么日子呢

全班答：学雷锋活动月。(袁板书主题。)

乙：对了。

甲：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手中的枪，我们要做新时期
的共产主义接班人。

乙：是啊，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就要继承革命英雄的光荣传统。

甲：也许我们很多同学对雷锋的事迹并不了解，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雷锋的生平。 (5人依次介绍)

甲：感谢各位同学为我们做介绍。

乙：雷锋叔叔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
世人的心中。请听《雷锋的故事》：(9位同学讲故事)

甲：同学们，听了雷锋叔叔的故事，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
人呢(评议后找小组代表回答。板书对雷锋的评价)

乙：雷锋叔叔在数百篇日记里，记录了他成长的足迹，总结
出许多人生的格言，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请听
《格言朗诵》 (六名同学依次朗诵名言)



主持人合：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哪里有艰苦哪里就有他的
身影。

甲：这就是雷锋同志，虽然他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却闪
耀在祖国的大地上，闪耀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闪耀在我们
的集体中。

乙：同学们，作为21世纪的中学生，我们应该学习雷锋叔叔
舍己为人的奉献精神和刻苦耐劳的钉子精神。在我们身边也
有许多不怕苦，不怕累，勤奋学习的同学，你觉得哪位同学
是值得你学习的呢?(同学们讨论回答，要求每个小组有一个
代表回答)

甲：同学们说得很好，希望大家都能向这些同学学习，做21
世纪的活雷锋。

乙：学习雷锋好榜样，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雷锋
的“钉子”精神，学习雷锋助人为乐，无私奉献，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合：愿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甲：雷锋----是一支歌

从中国的幼儿园 唱到美国的西点军校

撞击着每个人的心灵 响彻世界每一个角落

二十二个春秋 一步一个脚印

走出一道亮丽的人生

唱出一派雄风 一代精兵 唱出一种情操 一种品格

螺丝钉精神不会生锈 战士的红心不能变色



乙：雷锋----是一支歌

既然加入这首进行曲的行列 就是无怨无悔的选择

谁说雷锋不见了 请听这跨世纪的歌声永不落

(全班齐唱《接过雷锋的枪》)

主持人合：主题班会到次结束!谢谢各位领导老师亲临指
导!(掌声欢送)

学习雷锋好榜样

学习雷锋好榜样 艰苦朴素永不忘

愿做革命的螺丝钉 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

学习雷锋好榜样 毛主席的教导记心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 共产主义品德多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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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
神人像张贴于门。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
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
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
像为门神的。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
一文一武，寄托了汉族劳动人民一种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
美好愿望。

贴春联

春联亦名“门对”、“对联”、“桃符”等，是对联的一种，



因在春节时张贴，而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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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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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习俗起于宋代，
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
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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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于门楣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
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方"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
多贴在家具、影壁中。

贴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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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具有祈福、装点居
所的民俗功能。年画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反映
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
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
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
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
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
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
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
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
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
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
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



国。

守岁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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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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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