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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词应该简洁明了，表达主办方对来宾的热烈期待和美好
祝愿。欢迎词的语言要简练明了，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化或复
杂的词汇，以确保听众易于理解。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
欢迎词范文，希望能够为大家创作提供一些灵感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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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简介：

春节是指汉字文化圈传统上的农历新年，俗称“年节”，传
统名称为新年、大年、新岁，但口头上又称度岁、庆新岁、
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

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庆祝
活动。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祖神、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
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各
民族特色。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一些国
家和民族也有庆祝春节的习俗。人们在春节这一天都尽可能
地回到家里和亲人团聚，表达对未来一年的热切期盼和对新
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同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
理诉求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欢节
和永远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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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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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之祭灶——中国传统习俗。民谚曰：”二十三，祭
灶关。“旧俗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祀灶神的日子。灶王爷像
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主“、”人间监
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

腊月二十四[扫尘土]

迎新首先要除旧。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



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民间素有的传统习
俗。扫尘之日，全家上下齐动手，用心打扫房屋、庭院，擦
洗锅碗、拆洗被褥，干干净净迎接新年。其实，人们借助”尘
“与”陈“的谐音表达除陈、除旧的意愿。

腊月二十五[接玉皇]

传说灶王上天汇报后，玉帝会下界查访，看各家各户是否如
灶王所奏的那样，于是各家各户就吃豆腐渣以表示清苦，瞒
过玉皇的惩罚。

腊月二十六[割年肉]

俗话说：”腊月二十六，杀猪割年肉“，说的是这一天主要
筹备过年的肉食。所谓杀猪，当然是杀自己养的猪；所谓割
肉，是指没养猪的贫困人家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将”
割年肉“放入年谣，是因为农耕社会经济不发达，人们只有
在一年一度的年节中才能吃到肉，故此称为”年肉“。

腊月二十七[洗浴]

传说在这天沐浴可以除去一年的晦气，洗去一年的疾病，其
实就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传统民俗中在
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可以除去一年的晦气，洗去一
年来的疾病，其实就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

腊月二十八[蒸馒头]

这一天，太原人要蒸好”糕儿馍馍两笸箩“；河北人则是”
蒸枣花“预备除夕祭礼祖宗作供品；河南人也是”二十八，
蒸馍炸圪塔。“只有北京人慢半拍，在这天才”把面发“，
等到二十九才”蒸馒头“。

腊月二十九[上供请祖]



对于祖先的崇拜，在中国由来已久。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
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
日早晨请祖。

腊月三十（除夕）[贴门神][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祭
祖]

除夕是指一年最后一天的晚上，与春节首尾相连，是”一夜
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重要时刻。”除“是”去“的意思，
除夕的意思就是”月穷岁尽“，表示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
换新岁。除夕之夜是年节的第一个高潮。

正月初一[拜年]

古时有拜年和贺年之分：拜年是向长辈叩岁；贺年是平辈相
互道贺。现在，有些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大家聚在一
起相互祝贺，称之为”团拜“。

正月初二[祭财神][财神的传说]

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还是普通家
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各家把除夕夜接来的财神祭祀一
番。

正月初三[小年朝]

大年初三，肥猪拱门。女婿看望老丈人、媳妇回娘家，礼物
带双数。

正月初四[迎灶神送火神][扔穷]

初四子夜，备好祭牲、糕果、香烛等物，并鸣锣击鼓焚香礼
拜，虔诚恭恭敬财神。初五日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
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神“。



正月初五[送穷]

初五”迎财神“只是民间广泛流行的一种习俗，反映了人们
普遍希望辞旧迎新，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迎接新一年的美好
生活的传统心理。其实除了放鞭炮之外，更需要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

正月初六[开市大吉]

按照汉族习俗，初六是店铺大开张的日子，放鞭炮象征着今
年的生意会红红火火，平平安安，大吉大利。

正月初七[人日]

正月初七被称为”人日“，亦称”人胜节“、”人庆
节“、”人七日“等。传说女蜗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牛
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

正月初八[谷日][顺星节]

民间以正月初八为众星下界之日，制小灯燃而祭之，称为顺
星，也称”祭星“、”接星“。

正月初九[天日节]

春节的第九天，民间认为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即所谓的”天日
“。这一天里道观要举行盛大的祝寿仪式，诵经礼拜。家家
户户于此日都要望空叩拜，举行最隆重的祭仪。

正月初十[石头生日]

农历正月初十日，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之一，称为石头节，为
石头神生日，称‘石磨日’、‘十子日’、‘石不动’等。

正月初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是中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
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
俗，故又称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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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个好听的名字;老师，一份崇尚的职业;老师，纯正
灵魂的追求!

从幼儿园到现在的六年级，教过我小学六年级作文的老师不
计其数。固然他们在我的生命中没有停留过多的时间，但我
想，他们尽不是我生命中匆匆的过客。很多老师的名字我都
几经记不清了，但他们满足的笑脸和上课时的神情我一直都
无法忘怀。

不知为什么，一提到“老师”这个字眼，我就想到了我小学
的孙老师，她和蔼，亲切，漂亮，温柔，她给我的感觉就像
风滤过湖面那般清爽。其中让我最难忘的是，我第一次写的
作文她会喜欢，并且为我有感情地朗诵，那是我在学习上第
一次得到了肯定!孙老师，谢谢您，我不敢说自己一定是匹千
里马，但谢谢作为伯乐的您相中了我。

不管是严厉的还是亲切的，他们都是用自己所有的心血和青
春来展下我们的学习之路，对待顽皮的我们，他们使上了十
八般武艺，但最后的标准答案都是要我们好!

我们几个女生喜欢在一起聊天，哪个老师最好啦，哪个老师
最凶啦之类的。在我印象里，陈老师是我见过最严厉的老师，
严厉得有点让我怕他了，不过也由于这样，班里的顽固分子
也循分守己了。陈老师的确严厉，我们怕他，但不代表讨厌
他。由于他对我们真的很负责，天天晚上，他都要做很晚的
幻灯片，让我们第二天可以有全面的'理解。有时，真觉得他
像个超人了，晚上三四点睡觉还可以精神抖擞地给我们上课。
陈老师，谢谢您的严厉教导，循循善诱。



刚转进六年级(7)班，对一切的新事物都布满了迷惑。但上
了3天课下来，我们都说现在的数学老师好。为什么呢?有同
学说，她讲课透彻，我们特别轻易理解;有同学说，她像个大
姐姐，跟我们挺亲;有同学说，她讲课生动有趣，不乏味，我
说，是由于她的笑，很灿烂，很可爱，爱笑的老师一定会带
动我高中作文网们一起欢快。李老师，初三，您要更费心了!

假如黑板就是广阔的蓝天，那么，老师翱翔蓝天的那一只云
雀。铃声响起那刻，您用课本做翅膀，畅翔在教室的那片天
地。课桌上，那困难堆放，如同轰叫闪电一样布列，您手势
生动又如一只翱翔的鸥，在讲台上挥一条优美弧线——划过
了又一道彩虹，不留下一片云彩，那天，正如您的心胸——
一片亮堂堂的。

四度东风化绸缪，

几番秋雨洗鸿沟。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年龄。

蚕丝吐尽春未老，

烛泪成灰秋更稠。

春播桃李三千圃，

秋来硕果满神州。

祝老师们桃李满天下，节日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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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种类比较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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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于门媚横木上；“春条”
根据不同内容，贴于相应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
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烘托喜庆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喜爱，
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
其特有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
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
大大小小“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
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人们对幸福生活向往，
对美好未来祝愿。为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人干
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图案有寿星、寿
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年画给千家万户平
添许多兴旺欢乐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一种古老民间艺术，
反映人民朴素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希望。年画，
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兴起，年
画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
些年画作坊中产生《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
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彩色年画、



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美好愿望。我国出现年画三个重要产地：
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中国年画三大流
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
木刻年画，画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
民间流传最广是一幅《老鼠娶亲》年画。描绘老鼠依照人间
风俗迎娶新娘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
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年画，
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
记载见于西晋周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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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
吃过年夜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时刻，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
着新一年吉祥如意。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到唐朝初期，
唐太宗李世民写有“守岁”诗：“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
风”。直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
阴意思；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自汉代以来，新
旧年交替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一年到来之际，家家
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爆竹声除旧迎
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



其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
庆热闹气氛，是节日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
吉利。随着时间推移，爆竹应用越来越广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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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地区是我国著名
花炮之乡，生产爆竹花色多，品质高，不仅畅销全国，而且
还远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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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
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
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人们扶老携幼逃往
深山，以躲避＂年＂兽伤害。

这年除夕，桃花村人们正扶老携幼上山避难，从村外来个乞
讨老人，只见他手拄拐杖，臂搭袋囊，银须飘逸，目若朗星。
乡亲们有封窗锁门，有收拾行装，有牵牛赶羊，到处人喊马
嘶，一片匆忙恐慌景象。这时，谁还有心关照这位乞讨老人。
只有村东头一位老婆婆给老人些食物，并劝他快上山躲
避“年”兽，那老人捋髯笑道：“婆婆若让我在家呆一夜，
我一定把“年”兽撵走”。老婆婆惊目细看，见他鹤发童颜、
精神矍铄，气宇不凡。可她仍然继续劝说，乞讨老人笑而不
语。婆婆无奈，只好撇下家，上山避难去。

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
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灯火通明。“年”兽浑
身一抖，怪叫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着
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炸响
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原来，“年”最怕红
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披
红袍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奇。
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乞讨老人许诺。
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
一堆未燃尽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红蜡烛还发着
余光……欣喜若狂乡亲们为庆贺吉祥来临，纷纷换新衣戴新
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村里传开，人们
都知道驱赶＂年＂兽办法。

从此每年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
守更待岁。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
传越广，成中国民间最隆重传统节日。

六年级教师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六

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雷锋二字，已成为人们心目
中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扶贫济困、见义勇为、善待他人、
奉献社会的代名词。

雷锋精神内涵之二：“钉子”精神

雷锋对待工作总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立足本职，尽
职尽责，努力以钉子的“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
作的内行。

雷锋精神内涵之三：“螺丝钉”精神

雷锋谦虚待人，甘于平凡，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服从
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他把自己生命
溶入党和人民事业的整体之中，立志在平凡中干出不平凡的
业绩，乐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雷锋精神内涵之四：艰苦奋斗精神

雷锋出身贫苦，在旧社会，哥哥、弟弟都因负伤、饥饿，病



死了，他自己也走近了死亡的边缘，他深知生活的艰辛。因
而，他工作和生活的一言一行都体现出中华民族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

六年级教师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七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开展了“与诗同行”的活动，在本次
活动中，我们了解了诗歌的起源，学习了如何欣赏诗歌，学
习了在生活中如何运用诗，并且自己动手尝试写诗，从中体
会到了诗歌文化博大精深。

在活动中，同学们分别收集了诗词资料。我负责收集了现代
诗和古诗。我尽情的欣赏这些诗人千古传颂的作品，我新认
识了一些诗人，如柳永、高适，还有唐宋四大家—关汉卿、
郑关祖、白朴、马致远。我又认识了现代诗人郭沫若、徐志
摩、桂文亚、雨果、狄金森等。我知道了我国最早的诗经总
集—《诗经》，距今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凝集了我国古
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这次活动让我感觉在诗的海洋里徜徉的感觉真是太奇妙了。
如果把是比作沙漠，我觉得我只得到了一粒小沙子;如果把诗
比作细雨，我只得到了一滴小雨滴;如果把诗比作天空中的星
星，我只得到了群星中最小的一颗。我要继续在诗的海洋中
遨游，尽情感受诗歌的无限乐趣。

翻开一本古朴馨香的历史书册，承现在眼前的是每一位历史
名人的风采;这些都会使我们的思想得到充实，因为他们有着
无限的魅力，让我们如痴如醉。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让明月载着对朋友的思念，随着风到夜郎西。这是浪漫主义
诗人李白所创作的，他对朋友的思念是让人佩服，但他所创
作的三千多首诗，更是让人无可言喻。”床前明月光，低头



思故乡。”这是我们自懂事起学的李白是第一首诗。当时，
愚蠢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现在想起，真是把这首
诗给玷污了。我愿与你同行，我敬佩的”诗仙”李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两千多年前，一位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诞生了，他所写的这
句诗主要表示了像那种学而不思和思而不学的人的后果。他
以诚信为主，教了一共有二千多名弟子。在二千年后的今天，
他的思想使我们奋发向前，”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已经
成为流古至今的名句，他受人崇慕。博学多才的孔老夫子，
我愿与你同行。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的诗，真是让人仰慕，嫉妒。他把西湖描写的惟妙惟肖，
让人迫不及待想到西湖去看一看;”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苏轼有着广阔，坦然，乐观的心扉，虽然被贬，但他不像柳
宗元那样伤感，惆怅。苏轼，我愿与你同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句诗不光是表面意思，更加的表达了很深的含义，”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对母亲的思念，母亲
对儿子的思念。都凝聚在这件衣服上。陆游写的诗让人感动。
我愿与你同行。

我愿与你们同行，共同学习。用智慧的双手播种下希望的种
子。

六年级教师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八

1.燃绳计时



一根绳子，从一端开始燃烧，烧完需要1小时。现在你需要在
不看表的情况下，仅借助这根绳子和一盒火柴测量出半小时
的时间。你可能认为这很容易，你只要在绳子中间做个标记，
然后测量出这根绳子燃烧完一半所用的时间就行了。然而不
幸的是，这根绳子并不均匀，有些地方比较粗，有些地方却
很细，因此这根绳子不同地方的燃烧率不同。也许其中一半
绳子燃烧完仅需5分钟，而另一半燃烧完却需要55分钟。面对
这种情况，似乎想利用上面的绳子准确测出30分钟时间根本
不可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此大家可以利用一种创新方
法解决上述问题，这种方法是同时从绳子两头点火。绳子燃
烧完所用的时间一定是30分钟。

2.火车相向而行问题

我们知道两车相距100英里，每辆车的`时速都是50英里。这
说明每辆车行驶50英里，即一小时后两车相撞。在火车出发
到相撞的这一小时间，苍蝇一直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飞行，
因此在两车相撞时，苍蝇飞行了60英里。不管苍蝇是沿直线
飞行，还是沿”z”型线路飞行，或者在空中翻滚着飞行，其结
果都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