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春节手抄报文字(精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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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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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手抄报文字篇一

1. 虎年吉祥长又长，你的好运不可挡，成功好似一挂鞭，噼
啪噼啪响不断。只要抓住勤劳绳，甜美果实爬满藤。祝你虎
年幸福铺一路，快乐每一天。

2. 新年到来喜事多，合家团圆幸福多;心情愉快朋友多，身
体健康快乐多;一切顺利福气多，新年吉祥生意多;祝您好事
多!多!多!

3. 愿绵绵问候，伴着虎年的喜气，化作锦绣前程，事业的云
梯，友情的纽带，快乐的浪花，夕阳的彩虹。又到一年雪花
飘，又是一年梅花俏。今天是大年初一，我要把满满的福气，
塞进你的微信，托阳光快递，寄给远方的你。愿收到洪福的
你，万事如意，荣华富贵!

4. 让烟花的璀璨，闪亮你的人生;让欢快的颂歌，奏响你的
快乐;让新年的喜气，环绕你的每天;让我的问好，温暖你的
心间。送你响到虎年好，愿你好运时时扰。春节快乐!

5. 生活是一个沙漏，日子的细沙通过要井然有序;幸福是一
道阳光，在烦恼的乌云背后蒸腾起彩虹;生活是一种意义，平
淡却充实。春节虽过，愿你将快乐延续!

6. 彩旗飘飘，飘荡的是新年的喜庆花团锦簇，绽放的是新年
的快乐火树银花，燃起的是新年的祈望祝福声声，传送的是



深情的牵挂，祝福朋友，祝福新年!

7. 愿你生活有乐头，事业有奔头!

8. 祝新春快快乐乐、甜甜蜜蜜。

9. 祝愿我亲爱的朋友新年好，年年好，健康幸福天天好!

10. 春节幸福美满，和谐如意吉祥，好人一生平安。

11. 生活幸福，工作快乐，幸运连连，春节快乐!

12. 祝您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3. 团团圆圆结成伴，欢欢喜喜来拜年。

14. 阖家欢乐人平安，身体健康万事顺。

15. 愿你前途光明，幸福展笑颜。

16. 愿你新年快乐，幸福如意，一顺百顺，事事顺心!

17. 和美水饺，迎新辞旧，快乐生活笑不够。

18. 祝你新年万事顺，幸福快乐人安康!

19. 除夕夜，祝你新年吉祥、万事如意!

20. 祝你新年快乐!平安幸福!

21. 时时都如意，事事更圆满。

22. 新年已来到，向你问个好。

23. 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24. 虎年新春到，心情无限妙。

25. 吉祥跟你跑，幸福对你笑。

26. 霞光满天，虎年幸福无限。

27. 愿你百病不侵，万事胜意。

28. 快乐把门敲，喜庆身边绕。

29. 喜庆吉祥，一生平安如意!

30. 虎年好运来，保准你发财。

31. 除夕佳节，祝你合家团圆!

32. 愿欢乐年华，永远伴随您。

33. 祝新年快乐，时时好心情!

34. 愿你勇往直前，快乐连连!

35. 愿你虎年新春，幸福翻天。

36. 新年好运到，好事来得早!

37. 愿你新春快乐，幸福无限。

〈〈〈返回目录

春节手抄报文字篇二

新年又来了。每个家庭都燃放鞭炮来迎接新年的到来。门上
贴着红对联，街巷里装饰着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
容，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节日到处都是。



一些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品尝美酒佳肴，谈论一些快乐的话。
最开心的事情是我们可以存很多压岁钱，然后开心地上街买
很多好玩的东西，说更多的祝福，然后我们可以赚很多钱！
之后，我可以上网，和我的朋友聊天，互相祝福。嘿，友谊
更好。

人们一直玩到深夜，嘴里吃着美味的水果，手里放着鞭炮和
烟花，大人小孩唱歌跳舞，开心地玩耍。

中国新年真的很快乐！我又长大了一年！在新的一年里，我
必须更加理智，努力学习。

春节手抄报文字篇三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每个地方都有每个的风俗。

我的家乡在湖南，那里过年的习俗非常有趣。在腊月二十九
（除夕夜），咱们一家大小围在一起吃团圆饭，咱们的团圆
饭可讲究了：咱们吃饭一定要有三大样：鱼、鸡、肉。鱼一
定要蒸着吃，在鱼上还要放大把大把的辣椒，这样象征着财
源滚滚来、年年有余的好兆头。鸡一定是公鸡。肉是腊肉，
咱们的腊肉不像四川那里蒸着吃，而是用豆角炒着吃，这样
吃特别美味，特别有嚼头。吃完饭后，咱们就要进行守岁，
一家人围在一起，其乐融融，说说这一年经历的酸甜苦辣。

在初一的早晨，咱们像爸爸妈妈请安（拜年）说些吉利的话，
这样可以获得一份橘子和一份利是，这样象征着大吉大利。
然后咱们会出门向别人拜年，别人会放鞭炮来迎接咱们，这
样表示湖南人们的热情似火好客、友好。

看，咱们过春节是不是不跟你们一样呢？你们想来咱们湖南
过春节吗？



春节手抄报文字篇四

春节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
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
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
月初一为高潮。

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
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
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
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
的民族特色。

关于春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但其中为公众普遍接受的说法
是，春节由虞舜兴起。

公元前2000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着部下人员，祭
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春节过去也叫元旦，春节所在的
这一月叫元月。

中国历代元旦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
商朝用腊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汉朝
初期沿用秦历。汉武帝刘彻感到历纪太乱，就命令大臣公孙
卿和司马迁造“太阳历”，规定以农历正月为一岁之首，以
正月初一为一年的第一天，就是元旦。此后中国一直沿用夏历
(即农历)纪年，直到清朝未年，长达2080年。

春节不同时代有不同名称。在先秦时叫“上日”、“元日”、
“改岁”、“献岁”等;到了两汉时期，又被叫为“三
朝”、“岁旦”、“正旦”、“正日”;魏晋南北朝时称
为“元辰”、“元日”、“元首”、 “岁朝”等;到了唐宋
元明，则称为“元旦”、“元 ”、“岁日”、“新
正”、“新元”等;而清代，一直叫“元旦”或“元日”。



上古：有说法说尧舜时期已有类似新春的庆祝活动，但是未
成规模。

殷商：新春起源于殷商时期祭神、祭祖活动。

西周：新春期间开始有农业庆祝活动。

汉朝：形成正式新春礼仪;开始有爆竹(烧竹子);团拜礼仪，
官员朝贺天子。

魏晋：开始有鞭炮，有守岁习俗。

五代后蜀：开始有春联。后蜀太子题写的“天地纳余庆,佳节
号长春”是中国最早的一副春联。

宋朝：开始使用火药制成的鞭炮。

民国：将元旦定义为西历1月1日，将春节定义为农历正月初
一，又曾试图禁止人民庆祝农历新年。

1.开门炮仗

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爆竹
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这时满街瑞
气，喜气洋洋。

2.拜年

新年的初一，男人们都早早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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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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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占岁

旧时民间以进入新正初几日的天气阴晴来占本年年成。其说
始于汉东方朔的《岁占》，谓岁后八日，一日为鸡日，二日
为犬，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
人，八日为谷。如果当日晴朗，则所主之物繁育，当日阴，
所主之日不昌。后代沿其习，认为初一至初十，皆以天气清
朗，无风无雪为吉。后代由占岁发展成一系列的祭祀、庆祝
活动。

4.饮屠苏酒

屠苏酒是一种药酒。在古代习俗中，元日全家饮屠苏酒，以
祛不正之气。制作屠苏酒的方法是：用大黄一钱，桔梗，川
椒各一钱五分，桂心一钱八分，茱萸一钱二分，防风一两，
以绛囊盛之悬于井中，至元日寅时取起，以酒煎四五沸。古
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
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宋朝文学家
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说的就是这种风俗。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
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5.聚财

俗传正月初一为扫帚生日，这一天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
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假使非要
扫地不可，须从外头扫到里边。这一天也不能往外泼水倒垃
圾，怕因此破财。今天许多地方还保存着一习俗，大年夜扫
除干净，年初一不出扫帚，不倒垃圾，备一大桶，以盛废水，
当日不外泼。



1.中国北方地区

初一：早晨包饺子。传统上北京(基本上是北方地区的传统)
老人初一是不出门的，亲友、同事互相拜年。长江流域一带
有年初一早餐吃汤圆的习俗，寓意团团圆圆，甜甜蜜蜜。

初二：要祭财神，要喝“元宝汤”(馄饨)。北方一般习惯是
回娘家拜年团聚。

初三：祭祖，一般父母一方已经去世的已婚女性，会在这一
天回娘家祭祖，并顺带拜年。跟清明的“上坟”不同，祭祖
只是祭拜祖宗牌位。但在河北等地的农村，这一天同样是要
上坟的。一般都要带上点心、酒等祭品给已故祖先进行祭祀，
并且放鞭炮让祖先“过年”。一般上坟只允许儿女等进行，
嫁入本家的外姓人则不参与祭祖。

初四：一般新婚或者父母均健在的已婚女性，会在这一天回
娘家拜年。

初五：穷日，在中国北方，这一天一般没有人出门拜年，因
为这一天是“黑道日”，一般从春节开始直到这一天才能把
家里的垃圾扫出门，然后放鞭炮庆祝，希望迎来下凡的五路
财神;有一副对联“一脚踢出穷鬼去，双手迎进财神来”即为
对此风俗的描述。一般只有一些年轻人会在这一天举行朋友
或同学聚会。亦称“破五”，是要在家包饺子吃。

初六：开市。

初七：过人胜节。

初八：祭星。

现在北京的各个庙会活动通常从初一开始，到初七或者初八
结束。



2.云南白族习俗

云南白族朋友过年时，要进行“放高升”的庆祝活动，即是
在整棵的大竹子的竹节里装上火药，点燃以后可以将整个竹
子崩上高空数十丈。有的地区还进行“抛绣球”的活动。

3.中国东北鄂伦春族习俗

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在初一的早晨，在家族中依辈份大小
互相斟酒，晚辈给长辈叩头，平辈互相请安。

初二、初三举行赛马活动。

正月十五全家人一起品尝美味佳肴。

正月十六的早上，鄂伦春族人会进行互相抹黑脸的'活动。晚
辈给长辈抹黑脸之前要先叩头。

4.台湾

冬至：台湾汉人旧俗，冬至已开始有年节气氛，当天祭祖，
称为祭冬，部分宗亲组织也会于当天集会聚餐。当天可以打
开祖宗牌位清理，所以许多家族亦借由此日检视神主，抄录
资料作为族谱依据。

尾祃：俗写为“尾牙”，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祭祀土地公，
各公司行号则借此聚餐，酬谢员工辛劳。早期尾牙聚餐有避
开鸡头之习俗，避免有开除的暗示。近年来，台湾大企业尾
牙聚餐则聘请影视歌星演出，并有高额奖金、股票摸彩，成
为台湾媒体瞩目焦点。

送神：农历十二月廿四日清早祭祀送神，焚烧云马纸为神祇
坐骑，返天过年，依例会准备果实甜汤。送神之后，方能打
扫神明厅，清理神案、神像、祖宗牌位、香炉、除去旧门神，



准备换新。香炉中的香灰须于当日重新筛滤过，门神画像则
随送神焚烧金纸时焚去。而旧日台湾本地传说，送神之后，
廿五日玉帝会遣神下凡，代替已经上天述职的神祇巡视人间，
所以当日不可当天曝晒亵衣、内裤。

除夕：依农历十二月大小月，台湾话称为二九暝或三十暝。
过年前数日，各家便开始蒸年糕，俗谚称“吃甜甜，好过
年”;咸粿则以在来米制成，如前一年家中曾有丧事者则不做
年糕，由亲友邻朋致赠。除夕当天需祭拜地基主，又称“拜
门口”，而后祭祀神明及祭祖。祭神后，会于神明像上贴上
春花;祭祖之后，则会摆上发糕及米饭各一，插上纸作的红花，
称为“饭春仔”。当晚则围炉，并吃长年菜。所谓长年菜一
般是带根的菠菜，也有用芥菜者。依旧俗，农业社会中一年
的欠债，须于除夕前还清。

初一：祭拜天地祖先，称为“贺正”。出门拜年，称为“行
春”，正月初一至初五，称为“新正”或“新正年头”，所
以出门拜年也称“贺正”;一般而言都会依农民历决定出行方
向及开门、关门的时辰。当天台湾人通常会前往庙宇、佛寺
烧香，祈求新年吉祥。

初二：为回娘家之日，依旧俗，初二之前，已出嫁之女子不
得回娘家，据称会分掉娘家之福。然随时代进步，近年来台
湾妇女团体努力推展女儿回家过年的新观念。

初三：“初三困佮饱”，赤狗日，惯例出行不利，须在家孝
亲，共度天伦之乐。无年俗活动。

初四：接神。接神的祭典，惯例选在近傍晚之时，俗谚
有“送神早，接神晚”之说。接神之后，当年生肖冲犯太岁
星君者，则安上太岁符或神位祭祀。

初五：据说是玄坛真君等五路财神巡游人间之日，故商家此
日开市，各行各业开张营业，可扫地、倒垃圾。



初六：挹肥，清除水肥，可略整理家庭，尤其厕所，把初一
以来的垃圾、秽物清除干净。

初七：七元，人日，准备猪脚面线，据说食用可消除楣运，
以保长寿。

初八：完全，新春的玩乐到今天为止，故曰“完全”。恢复
平常的生活，并把过年祭拜的食物全部吃完。

初九：天公生，传说为道教玉皇大帝圣诞，称为“天公生”，
当天凌晨或者初八夜晚子时后，各家便开始祭祀，一夜之中，
各地鞭炮声连绵不断。

初十：有食食，拜完天公的供品饼果，又有得吃一顿了。

十五：元宵节，台湾元宵举行观光灯会已成风尚，每年依生
肖制成巨型主灯，成为焦点。各地尚有台北县平溪放天灯、
野柳王爷洗港祭仪、苗栗市苗栗火旁龙、台东市炸玄坛爷(炸
寒单爷)、台南县盐水蜂炮等活动。

5.马来西亚、新加坡

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众多，亦有华人过春节之风俗。

初一前：购买贺年物品，俗称“办年货”。

年三十晚：吃团圆饭。初一：到庙宇上头香、出门拜年。

初二：出门拜年，回娘家之日。

初三：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因“赤口”，所以希望避免容易
与人发生口角争执，若有亲朋好友尚未互相拜年，便会在年
初四继续。

初七: 人日, 捞鱼生，是新马一带独有的年菜。把食材准备



好后要站起来，用筷子把鱼片和其他配料配料拌匀，边
说：“捞起，捞起，捞个风生水起!”而且要越捞越高，以示
步步高升。

初九：如果是福建人后裔则有天公诞，当天凌晨或者初八夜
晚子时后，各家便开始祭祀。

十五：元宵节。新马一带的元宵节和七夕一样被称为“中国
情人节”，庆祝方式也有所不同：未婚女性会结伴到河边抛
柑祈求姻缘，而且普遍上没有提灯笼或赏灯等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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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
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
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首，就叫
春节吧”。据说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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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人们在过
年时挂上寿星图，据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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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新春，我们中华民族都要载歌载舞欢度这一传统佳节。



二十三，大家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每家每户都要大扫除一次，
还要准备过年吃的、穿的、喝的、用的，好在过年时显示出
万象更新的气象，更让我们知道春节是喜气洋洋的。

大年三十的晚上要吃饺子，放鞭炮，贴对联，主人还要在大
门上挂上一株长满小刺、四季常青的雄蒲，以表示来年除灾
避难，五谷丰登，吉祥如意。

除夕这天这天晚上真热闹。家家赶着做年夜饭，到处都是酒
肉飘香的味道。男女老少都穿起了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
对联，各式各样的年画。

这真是个热闹、美好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