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实用9篇)
感恩是一种修养，它能让我们更加平和和善待自己及他人。
在生活中，对于一点点的帮助，我们应该如何感恩？感恩是
一种智慧，它能够让我们更加明白生活的真谛。感恩要持之
以恒，让感恩之心通过行动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下是
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感恩范文，希望能够激发大家感恩的思维
和情感。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一

1.除夕守岁：

1)什么是除夕：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个夜晚。由于农历月
有大有小，所以有的年份腊月三十夜是除夕，有的年份腊月
二十九夜是除夕。

2)除夕 守岁：除夕重要的活动是守岁。因为秦汉以后，我国
人民基本都把夜半子时当作一天的开始时刻，相当于现代计
时方法的23点到1点。除夕夜的子时，正是辞旧 岁，迎新年
的关键时刻。为此，人们不得不彻夜不眠，守候着这一时刻
的到来。全家人团聚一堂，一边包饺子，一边等待，耐心的
等待。

2.放鞭炮：

1)什么叫鞭炮：鞭炮，又名"爆竹"。新年钟声一落，大街小
巷立刻鞭炮齐鸣，迎接新年到来。

2)爆竹的来历：据南朝梁代示懔《荆楚岁时记》记 载?"正月
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意思是说，
当时人在初一早上起床后先把竹子放在火里烧。竹子爆裂发
出巨大的声响，就能吓跑怪兽 与恶鬼，保护全家平安。大约
到了唐朝，人们把竹筒里装上火药，点燃火药，发生爆响。



后来，人们又用纸卷代替竹筒，就形成了和今天一样的鞭炮
了。

3)鞭炮的 种类：鞭炮有各种花样。宋代人把鞭炮稍加改进，
又发明了烟花。烟花：又称"礼花"，"焰火"。它在爆炸时能
发出极为绚丽的光芒。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目前 世界上许
多国家都用烟花装点自己的节日夜空。

3.舞狮子：白居易《西凉传》：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
丝作尾。金镀眼镜银贴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
里，紫髯深目两胡儿。跳舞梁前来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
安西都护进来时。舞狮起原一南北朝朝代，即佛教兴起的时
代。

4.其他民间活动：扭秧歌，踩高跷，敲锣鼓。

5.祭神祭祖：在传统的春节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祭神祭祖。
迷信的家庭都设有专门的神龛，供奉各位神灵，同时还供奉
有列祖列宗的牌位的画像。正月初一早上， 人们恭敬地在神
龛与祖宗牌位前献上供品，(其中包括刚刚煮好的第一碗饺
子)，点上香火。十分虔诚地感谢神明与祖宗在天之灵在过去
一年对自己的保护并祈求他 们保佑来年的幸福。

6.拜年：祭神祭祖之后，儿孙们开始向长辈亲人拜年。传统
的拜年礼是向长辈亲人三叩首，现在大多已经改为三鞠躬。
一边行礼，一边祝愿长辈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长辈端坐，
接受儿孙们的拜年以后，把一个红包送给儿孙们。这就是"压
岁钱"。一般作为孩子们春节期间的零花钱。其他亲戚之间则
互相拜年，陆陆续续，可 以持续很多天。朋友之间见面，则
互道"恭喜发财"或"春节好"，以示庆贺。拜年活动体现了晚
辈对长辈的尊敬孝敬孝顺;长辈对儿孙的慈爱关怀。亲戚朋友
之间 的拜年，也极大的促进了彼此感情的加深。所以自古以
来，人们都十分重视拜年活动。宋代诗人戴复古《岁旦族党
会拜》："衣冠拜元旦，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 位，尊卑五



世人。排门乔木古，照水早梅春。寒事将消歇，风光又一新。
"把当时大家族二百多人互相拜年的活动写得有声有色。

7.人日：正月七日，又名"人日"。隋代诗人薛道衡《人日思
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正月七日为什么称为"人曰"呢?这和中 国古代神话有关。神
话中说，神在初一创造了鸡，初二创造了狗，初三创造了羊，
初四创造了猪，初五创造了牛，初六创造了马，初七创造了
人，因此，初七是人类 诞生的日子。于是，古人把这一天
称?"人日"。为了纪念人类的诞生，南朝梁代每到人日的时候，
人们就剪出彩色的纸人，贴在屏风上或戴在头上。用来象征
人们 在新的一年里，面貌焕然一新。到了唐代，人日剪纸的
内容又有发展变化。唐代诗人余延寿《人日剪彩》："闺妇持
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 贴燕留妆户，
黏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所剪内容包括红花
绿叶，飞燕家禽。个个栩栩如生。这已经于现代民间的窗花
十分相似了。

8、祭灶：：我国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民谣
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
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
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
举行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
差不多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
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
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灶火，被作
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
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
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
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
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
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



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
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
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
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
“辞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
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
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
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
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
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
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
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在唐代著作《辇下
岁时记》中，间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
的记载。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
与烟一起升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
松树枝，再将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和草料，
点火焚烧。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头，边
烧边祷告： 今年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
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

送灶君时，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数名，乔装打扮，挨家唱送灶
君歌，跳送灶君舞，名为“送灶神”，以此换取食物。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
送灶即事》诗：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
独少黄羊。

他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
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
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 胶牙饧 了。本意



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
说坏话。"鲁迅诗中提到"黄羊"的典故，出于《后汉书·阴识
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
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
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
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
羊祭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唐宋时祭灶的供品是相当丰富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
词》对当时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 古传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
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
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
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
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
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
引路的。 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
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
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
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有的地方，女人是不
祭灶的，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
女之嫌"。对于灶王爷的来历，说起来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民
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民
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
颛顼氏有子日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
"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
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
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
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
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



民间则流传着一个颇为有趣的故事。

据说，古代有一户姓张的人家，兄弟俩，哥是泥水匠，弟弟
是画师。哥哥拿手的活是盘锅台，东街请，西坊邀，都夸奖
他垒灶手艺高。年长月久出了名，方圆千里都尊称他为"张灶
王"。说来张灶王也怪，不管到谁家垒灶，如遇别人家有纠纷，
他爱管闲事。遇上吵闹的媳妇他要劝，遇上凶婆婆他也要说，
好像是个老长辈。以后，左邻右舍有了事都要找他，大家都
很尊敬他。张灶王整整活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时正好是腊月
二十三日深夜。张灶王一去世，张家可乱了套，原来张灶王
是一家之主，家里事都听他吩咐，现在大哥离开人间，弟弟
只会诗书绘画，虽已花甲，但从未管过家务。几房儿媳妇都
吵着要分家，画师被搅得无可奈何，整日愁眉苦脸。有天，
他终于想出个好点子。就在腊月二十三日张灶王亡故一周年
的祭日，深夜，画师忽然呼叫着把全家人喊醒，说是大哥显
灵了。他将儿子媳妇全家老小引到厨房，只见黑漆漆的灶壁
上，飘动着的烛光若隐若现显出张灶王和他已故的妻子的容
貌，家人都惊呆了。画师说："我寝时梦见大哥和大嫂已成了
仙，玉帝封他为 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 。你们平素好吃懒
做，妯娌不和，不敬不孝，闹得家神不安。大哥知道你们在
闹分家，很气恼，准备上天禀告玉帝，年三十晚下界来惩罚
你们。"儿女侄媳们听了这番话，惊恐不已，立即跪地连连磕
头，忙取来张灶王平日爱吃的甜食供在灶上，恳求灶王爷饶
恕。从此后，经常吵闹的叔伯兄弟和媳妇们再也不敢撒泼，
全家平安相处，老少安宁度日。这事给街坊邻友知道后，一
传十，十传百，都赶来张家打探虚实。其实，腊月二十三日
夜灶壁上的灶王，是画师预先绘制的。他是假借大哥显灵来
镇吓儿女侄媳，不料此法果真灵验。所以当乡邻来找画师探
听情况时，他只得假戏真做，把画好的灶王像分送给邻舍。
如些一来，沿乡流传，家家户户的灶房都贴上了灶王像。岁
月流逝就形成了腊月二十三给灶王爷上供、祈求合家平安的
习俗。祭灶风俗流传后，自周朝开始，皇宫也将它列入祭典，
在全国立下祭灶的规矩，成为固定的仪式了。



由于各地风俗不同，民间还有“跳灶王”和“打灶王”的活
动。 “跳灶王”是民间由古代“驱傩”发展而来的一种活动
形式，主要是乞丐们的活动，由腊月一日至二十四日是“跳
灶王”的日子。进入腊月后，乞丐们三五成群，扮灶公灶婆
拿竹枝闹于门庭，乞钱，谓之“跳灶王”，也含有驱邪之意。
这一活动主要在我国的东南方进行。

8、扫尘：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
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民间把这段时间
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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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
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
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
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二

现代民间习惯上把过春节又叫做过年。其实，年和春节的起
源是很不相同的。

那么"年"究竟是怎么样来的呢?

民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的是，古时候，有一种叫做"
年"的凶猛怪兽，每到腊月三十，便窜村挨户，觅食人肉，残
害生灵。有一个腊月三十晚上，"年"到了一个村庄，适逢两
个牧童在比赛牛鞭子。"年"忽闻半空中响起了啪啪的鞭声，
吓得望风而逃。它窜到另一个村庄，又迎头望到了一家门口
晒着件大红衣裳，它不知其为何物，吓得赶紧掉头逃跑。

后来它又来到了一个村庄，朝一户人家门里一瞧，只见里面
灯火辉煌，刺得它头昏眼花，只好又夹着尾巴溜了。人们由
此摸准了"年"有怕响，怕红，怕光的弱点，便想到许多抵御
它的方法，于是逐渐演化成今天过年的风俗。另一种说法是，



我国古代的字书把"年"字放禾部，以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由于谷禾一般都是一年一熟。所"年"便被引申为岁名了。

我国古代民间虽然早已有过年的风俗，但那时并不叫做春节。
因为那时所说的春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南北
朝则把春节泛指为整个春季。

据说，把农历新年正式定名为春节，是辛亥革命后的事。由
于那时要改用阳历，为了区分农、阳两节，所以只好将农历
正月初一改名为"春节"。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三

春节又称年节，萌芽于先秦时期，形成于汉武帝时代。年节
习俗随岁月的变迁，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发展、变化、日臻
丰满的历史过程。

上古时期，人们的原始信仰是年节形成的重要因素。那时，
人们相信神灵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认为日月天地之神、动植
物之神以及祖先的神灵左右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于是，在
自然节气变化、农事活动等一些重要日子里，人们都要举行
各种祭祀活动，以表达对神灵的崇拜、敬重和敬畏;特别是在
年终岁末，还要举行庆祝丰收的祭祀活动，俗称腊祭。腊祭
之日，要给祖先和各路神灵陈献祭品，以吹打奏乐、吟诵祝
辞等方式感谢神灵保佑取得丰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然后，
全家族的人饮酒欢聚，尽情狂欢。

“年”在最初并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指农作物生长的周期，如
“五谷大熟为有年”。我国在夏朝已开始用“年”来表达时
间的含义。从夏朝开始，各朝各代使用的历法不同，岁首的
日期也因此变化，比如，夏朝岁首为正月，秦朝则以十月为
岁首。岁首不固定，年节习俗就很难固定。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太初历》，这是一部阴



阳合历的历法。《太初历》把正月规定为岁首，使一年的开
始与二十四节气的开端相对应。这样的规定，非常有利于安
排农事活动，所以，尽管后世各代对历法多次进行修改，但
始终沿用“正月为岁首”的规定。《太初历》的颁行，使得
年节习俗最终定型，代代相传，并延续至今。

但是，汉代时的春节并不是指正月的年节，而是二十四节气
中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立春”曾是很重要的民俗节日，
称为立春节或春节。在立春节，皇帝亲率众臣参加迎接春天
来临的仪式。民间也有许多活动，比如“打春”，“咬春”
等等，现在民间仍广泛流行的立春吃春饼，就是延续“咬
春”的习俗。南北朝时，“春节”泛指整个春季。由于年节
与立春节在同一时段，民间也愈来愈重视年节，“立春节”
迎春纳福的主题自然而然地融入年节，致使“立春节”渐渐
消失，立春也就仅指节气了。

历史上，春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比如先秦时期
称“元日”、“上日”，汉朝称“正日”，魏晋南北朝时期
春节的名称是“元辰”、“元正”，唐宋时期主要把“元
日”称为年节。另外，历史上把“元旦”称作春节的情况也
很普遍。辛亥革命以后开始把“元旦”称作公历新年。

清朝末年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使用的历法被俗称为农历。农
历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改用公历纪
元，从此，公历1月1日称“元旦”，农历“元旦”则改
称“春节”。但是，传统年节观念根深蒂固，民间仍然过农
历新年，并以“过年”相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于1949年9月27日作出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
元”。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会议又通过了《全国年节及
纪念日放假办法》，其中分别规定了春节和元旦等法定假日
的放假日期。春节作为农历新年的名称更广泛地在全国使用，
于是一年之中出现了两个新年：公历新年元旦和农历新年春



节。

春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它蕴含着中华
民族文化的智慧和结晶，凝聚着华夏人民的生命追求和情感
寄托，传承着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观念。历经千百
年的积淀，异彩纷呈的春节民俗，已形成底蕴深厚且独具特
色的春节文化。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迅速增长，对亲情、友情、和谐、美满
的渴求更加强烈，春节等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和关注。要大力弘扬春节所凝结的优秀传统文化，突出辞
旧迎新、祝福团圆平安、兴旺发达的主题，努力营造家庭和
睦、安定团结、欢乐祥和的喜庆氛围，推动中华文化历久弥
新、不断发展壮大。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四

春节即将来临，对于制作手抄报的同学来说，可能需要用到
与春节有关的资料，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春节手抄
报内容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春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1

春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2

春节手抄报内容的图片3

通常春联有两幅直联一副横联，直联的每幅最后一字有平、
上、去、入等声韵(接近现在的国音四声法，但有出入)。

春联的正确贴法：上声、去声及入声字为上联，平声为下联。
也有例外，如毛泽东截王勃句创作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
水共长天一色”上联平声收尾，下联仄声收尾。



大红春联表达了自己对新的一年的希望，烘托出浓浓的节日
气氛，是用民间艺术形式表达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贴春联
也有很多讲究，若是贴得不当，就会被人笑话。

传统贴春联的方法为，面对大门时，上联在右，下联在左，
横额文字顺序为从右至左。另一种是常用的贴法。解放后由
于横式书写格式改为由左向右，春联也可以上联在左，下联
在右，横额顺序也是从左至右，适合人们的阅读习惯。若是
将两种春联贴法“混合使用”，就不太文明。

二、新年快乐，每猪一条!宁可错发三千，不可漏过一头!冤
枉的请转发，默认的请储存，皮厚的请删除。祝亲爱的猪新
年快乐!

三、今年过节不收礼，其实给点也可以。十块八块不嫌弃，
十万八万过得去。你要真的没得送，短信一条也可以。祝新
年快乐!

四、新年谁最红?速度赶超刘翔，挺拔有如姚明，英俊盖烬田
亮，富裕抗衡武兹，女友靓过晶晶还有谁，就是看短信的你
呀!

五、我的祝福跨过重重高山，掠过条条小溪，跳过大马路，
窜过小胡同，闪过卖冰糖葫芦的老太太，钻进你耳朵里-新年
快乐!

六、过年了，送您一副对联!上联:该吃吃，该喝喝，遇事别
往心里搁。下联:泡着澡，看着表，舒服一秒是一秒。横批:
开心就好!

七、手机插电发件，短信自编勿转，祝福首选健康，特加一
句甭烦，多欢喜，少忧愁，新的一年里要永远笑开颜!保你长
寿千年!



八、新年之夜，我梦见了你。给你拜年了：新年好!一个喷嚏
从梦中惊醒，我知道是你想我了，所以马上打电话对你说红
包拿来!

九、上帝是小偷，又要偷走一年。我问他：为什么不连你一
块偷走?他耸耸肩说：这个朋友在你心中分量太重，我搬不
动!新年快乐!

十、对你之爱，比司马还光!对你之情，比诸葛还亮!对你之
心，比关云还长!对你之意，又何需多讲!简单一句：新年快
乐，新年快乐!

十一、本年最可爱短信：收到的人会永不被炒，阅读的人会
飞黄腾达，储存的人会爱情甜蜜，删除的人会好运连连，转
发的人会薪水猛涨!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五

新加坡人过春节：东南亚特色浓

农历春节即将来临，在华裔人口占近80%的新加坡，这无疑是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在新加坡，圣诞节一过，大街小巷和商业区就换上了中国传
统的春节盛装，大大小小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年画也贴了出
来，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到传统店铺里购买年货的人络绎
不绝，大街小巷都播放着传统的新年歌曲。

马来西亚人过春节：一定要买菠萝

跟中国大致相同，由于当地华人多来自福建，受闽南文化影
响，人们过春节一定要买凤梨(菠萝)，闽南语“凤梨”
与“旺来”谐音，凤梨就成了春节的吉祥水果。



米糕片汤是韩国人必不可少的春节佳肴。

朝鲜人过春节：过年的饭菜很丰盛

朝鲜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朝鲜管春节叫年节。每年阴历初一，
朝鲜人带着新的憧憬和期望热热闹闹地过年，这是一年中最
大的民俗节日。为了过年,人们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缝制新装，做特种饭菜。

节日饮食主要有年糕汤、煎饼、江米条、食糖、柿干、松子、
柿饼汁、蜜糯汤、米花果儿等。这些节日饮食中不可缺的是
年糕汤，人们说每年吃一大碗就长一岁。

每到过年这一天，无论是谁都要互相拜年。凌晨时开始祭祖。
祭祖仪式结束后，全家人按辈分依次拜年，然后，到村里的
长辈和老师家拜年。拜年的时候，互相说些万事如意等吉利
的话，表示祝福。

日本人过春节：买福袋图吉利

春节是日本最盛大的节日，每家用松柏装饰房屋，除夕晚上
全家人围着火炉守岁。午夜时寺院响起108声钟声，第二天人
们互相拜年。在日本，新年时有一种叫“福袋”的商品。所
谓福袋，就是装着商品的不透明的袋子。福袋有很多种，化
妆品、服装、生活杂物、电器等，总之能装进袋子里的都行。

越南人过春节：要包粽子吃

越南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使用农历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几个
全国过春节的国家之一。春节是越南民间最大也最热闹的传
统节日。越南人把春节视为辞旧迎新的日子，一般从农历12
月中旬开始办年货准备过年，而历来越南春节最不可少的大
概要属鲜花、粽子、春联、爆竹了。花市是越南春节最热闹
的地方。



蒙古人过春节：吃喝足歌舞盛

在历史上，春节本来不是蒙族传统的节庆，但是由于后来蒙
古人居住地的汉人越来越多，人民的风俗也随之起了变化，
使得春节变成蒙汉人民共同庆祝的欢乐时光!草原上的蒙古人
依然保持自己的传统，他们在盛大的节日中，穿上色彩缤纷
的盛装，拿出最美味的食物，邀请最好的朋友和亲友来到自
己的家里，一边痛饮浓香的马奶酒，一边尽情地唱歌跳舞，
一边品尝肥嫩的手抓肉。

蒙古国过春节讲究吃、穿、行。除夕夜，家家户户都要准备
各种食品，包子、羊肉和糕点必不可少。

大年初一，人们打扮一新，穿上民族服装，外出走亲访友、
祭敖包、到寺庙祈福。

拜年是蒙古国人最重要的习俗，晚辈向长辈拜年并敬献哈达。

另外，在欧美一些国家，也经常有庆祝春节的活动，但多只
局限在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六

一、振翅欲冲霄，一唱雄鸡声破晓;迎春思试剑，三擂战鼓气
吞虹。

二、万象喜回春，守信知廉标五德;一元欣复始，司晨报午必
三鸣。

三、九域涌新潮，四海雄鸡争唱晓;三春辉紫气，八方彩凤共
朝阳。

四、鸡鸣早看天，抓住时机求发展;水近先得月，紧跟形势上
台阶。



五、鸡鸣曙日红，万里金光辉瑞霭;柳舞春江绿，千重锦浪映
丹霞。

六、鸡年发大财行大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年伊始，福
寿即来。

七、今年好时辰，群鸡来报喜;春伊花复开，君亦临其景;祝
君年年旺，团团又圆圆。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七

1. 礼仪周全能息事宁人(儒贝尔)

2. 头衔愈大，礼仪愈繁(丁尼生)

3. 生命是短促的，然而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有时间讲究礼
仪(爱献生)

4. 如果把礼仪看得比月亮还高，结果就会失去人与人真诚的
信任(培根)

5. 礼仪是在他的一切别种美德之上加上一层藻饰，使它们对
他具有效用，去为他获得一切和他接近的人的尊重与好感(洛
克)

6. 举行盛大的葬礼，与其说是向死者志哀，不如说是为了满
足生者的虚荣(拉罗什富科)

7. 人间的面孔从未像在葬礼中看上去那么世俗(乔·艾琪渥
斯)

8. 一个人如果在街上注意观察的活动，我相信，他一定会在
灵车上发现最愉快的表情(乔·斯威夫特)



9. 人们最看重的是特权，哪怕是主持葬礼的特
权(詹·拉·洛威尔)

10. 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

11.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孝经)

12. 道之以告德，齐之以礼(论语)

13.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14.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

15. 礼，天之经也，民之行也(左传)

16.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

17.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记)

18.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

19.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

20. 衣食以厚民生，礼义以养其心(元·许衡)

21. 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汉·王符)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八

牛奶的妙用 牛奶，不仅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饮料，而且还有
许多的妙用。

早晨起床后，如果发现眼皮肿，在牛奶中加入少许食醋，搅
拌后用棉球蘸它要眼皮上反复擦试片刻。尔 后用热毛巾敷一
会儿，眼皮便会恢复如常。



吃大蒜后，口中有难闻蒜臭味，喝杯牛奶或用牛奶嗽口，蒜
臭味即除。

烹调时，若酱油放太多了，在菜中加入少许牛奶，可使菜味
道鲜美。

炸鱼前用牛奶浸泡片刻，炸出的鱼不公无腥味，且异常鲜美。

衣服上有墨水迹，先用牛奶洗，后用洗洁净浸泡搓洗，污迹
即除。

2、 小病小伤试试自疗 生姜止血 血效果好。

炸姜片止咳 味精止牙痛 萝卜蜂蜜治燥咳 大蒜瓣治哮喘 荸
荠治结膜炎 米泔水治皮肤瘙痒 土豆皮治烫伤 芝麻叶治咽炎
以痊愈。

蛋黄冰糖治气管炎 绿豆蛋花汤治口疮 取鸡蛋黄 10 个，冰
糖 100 克，将蛋黄冰糖混合搅匀，再加入黄酒 500 毫升，
放置 取绿豆适量、鸡蛋 1 个，把蛋打入碗内捣散。将绿豆
浸泡 10 多分钟后，煮沸 1-5 10作文 日即可服用，每次服
25 克，每日 2 次。此方尤其对慢性支气管炎疗效好。

分钟，用绿事业汤冲蛋花即成，每日早晚各服一次，一般服
1-2 天痊愈。

3、 天喝酸奶 结肠不患癌 用适量生姜切片入锅内，用少量
植物油炸黄，加半碗水煮 10 分钟，放入少量的糖一次喝 牙
痛时，可用筷子或干净的手蘸一点味精涂到疼痛的牙齿周围，
疼痛即刻好转或消失。

萝卜适时洗净，用纱布将捣烂的萝卜挤出汁，每次 60 毫升,
加入适量蜂蜜调均匀， 取大蒜 2-4 瓣洗净后，捣成泥状，
装入小瓶中，用鼻子闻大蒜的气味，每日 3-5 次， 用鲜荸



荠四五个洗净捣烂，用消毒的纱布数层滤过汁即可点眼，每
次滴 1-2 滴，每日 取米泔水(浸洗花生后的水)1000 毫升，
加入食盐 100 克，置铁锅内煮沸 5-10 先把土豆洗净，再把
干净的土豆皮剥下来后，直接敷在烫伤之处，然后用消毒纱
布 取鲜芝麻叶 5-7 片，洗净稍干入口，慢慢边嚼边咽，每
日嚼 3-4 次，连用 3-4 天，可 完，再喝点白开水，效果很
好。

如一时不小心弄伤了手脚，可把生姜洗净捣烂敷在伤口出血
处，范围以敷满伤口为宜，止 每日 3 次，连服 3-5 日，疗
效满意。

多闻无妨，一日换一次大蒜瓣，连用 3-4 日，冬天效果最佳。

3-4 次。此方治疗急性结膜炎初发、眼红、有分泌物、轻度
肿痛、自觉干涩有效。

分钟，倒入脸盆待稍凉，用消毒的手巾蘸水搽洗患处，每次
搽洗 2-3 分钟，每天 2-4 次，疗效显著。

包好固定，一般烫后敷 2-4 天痊愈，并且无疼痛，无疤痕。
天 西班牙最高科技研究中心食物和营养学研究所所长阿斯森
松.马科斯指出，酸奶不但能治疗神经性厌食 症，还能减少
患结肠癌和乳腺癌的危险。他说，酸奶富含钙、高质量的蛋
白质、多种维生素和碳水化合物， 且热量低，因此它能提高
机能的防病能力，调节肠功能和免疫系统。此外，它还能较
好的吸收营养素。研 究表明，每天喝一瓶酸奶不仅可以减少
结肠癌的增加，还可以治疗因粪水积累引起的中毒。

4、 提神，茶比烟好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吸烟“提神”主要
是香烟中所含的烟碱在起作用。烟碱属于剧毒药，对中枢神
经系 统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小剂量烟碱加强中枢神经的
兴奋过程，减弱抑制过程，大剂量烟碱则使中枢神 经转入抑
制。这种情况，常常打乱了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的动态平衡。



烟碱还能使人体的血红蛋白携氧能 力下降，导致人体组织缺
氧，因此，大量吸烟所造成的结果是使人的记忆减退、注意
力分散、反应迟钝、 工作效率降低。香烟中还含有大量焦油
等多种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这些物质不但可引起咽喉炎、
支气管 炎，而且有致癌的作用。吸烟还可以促进动脉粥样硬
化和溃疡等多种疾病的发生，故抽烟不仅不能提神， 还对健
康有害。

5、糖的妙用 去酸味用酱油烧菜时。酱油中的糖分有些被分
解，菜往往带 有酸味，可在炒菜时加点糖，酸味即可消除。

除牙齿烟垢。吸烟牙齿变黄或发黑以后，先取适量的红糖含
在口中 10 多分钟，使牙齿都浸泡在糖液中，然后用较硬的
牙刷 反复刷 2-3 分钟，漱净。再用盐碱水(放等量的食盐和
食碱溶 于水中)刷牙 1-2 分钟，早晚各进行一次，一星期后，
一般烟 垢即可除去。 10 煮火腿。

煮火腿前， 可在火腿皮上涂些白糖， 这样容易煮烂， 而且
味道很好。

缩短发面时间。发面时加点白糖，可缩短发酵时间，而且做
出的食品松软可口。

泡发蘑菇。用温糖水浸泡干蘑菇，不仅使蘑菇吸水快，保持
特有的香味，而且做出的菜味道更鲜美。

浸剥板栗。煮板栗前，先将板栗在砂糖水中浸泡一夜，煮好
的板栗就容易剥除内皮。

延长花期。在花瓶内放一小匙糖，可使瓶插鲜花开的时间更
长。

防腐。食物加过糖后，霉菌不易侵入，可以延缓腐败。



6、维生素也有毒性 随着医药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 人们对
医药保健库中的耀 眼星--维生素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众所周
知：维生素是人类正常 生理的新陈代谢和生命活动的必不可
缺少 的重要元素，人们一 时一刻都不能离开。虽然它在机
体内含量相对较少，但有一个功 能各不相同用途颇广的庞大
家族，比如维生素 a、d 可促进机体 组织细胞生长发 育和防
治干眼症， 夜盲症和缺钙等疾病; 诸多 b 族维生素是机体细
胞蛋白质合成， 进行新陈代谢必需的各种酶的 组成成份，
一旦缺少就会引起脚气病或口腔溃疡等一类疾病;再 如某些
特殊人群(婴幼儿在发育阶段需要，老年人体弱多病或某 些
消耗性慢性疾病以及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的人群) 都必须添
加 11 比常人量大得多的各种维生素， 以便弥补生理不足或
预防因维生 素缺失导致的各类疾患。

这在医学保健上已是防治常识和应对原 则。

维生素有这么大的营养保健功用。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它的 相反方面，即一旦使用不当，好的东
西也会产生坏的结果，甚至 导致某些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
或者叫维生 素中毒。这在日常 生活和临床上并非罕见，由
于人们过份迷信它的功用，不问是否 必须，滥服滥用，或使
用不当，引起中毒事故已愈来愈多。

维生素 a 本是防治干眼症、夜盲症的良药，就经常见到 不少
人当作营养品滥补，导致贫血、毛发脱落、眼疼、头晕、呕
吐甚至眼球突出等代谢紊乱的中毒表现，个别人还罹 患不良
后 遗症，终生后悔莫及。据最近(参考消息)等报刊新闻报道：
联合 国卫生组织对近期发生的印度数起儿间滥用维生素 a 引
起婴孩 中毒死亡事件也说明此种维 生素中毒确实存在。

维生素 d 是防治何楼病和骨质疏松症的，俗称补剂，是一类
用途颇广的很好保健药品，但过量或使用不当，造成的恶果
却比 佝偻病更加危险;临床上，有些因长期滥服滥补维生素



d 而引 起低热、烦燥、哭闹不安、厌食吐奶、营养不良、体
重下降的孩 子就诊的就不少; 有些心血管病或糖尿病患者不
注意药物配伍和 机体吸收机理滥用钙剂引起肝脾肿大、肾脏
损害，甚至加重心肌 梗死和心衰程度，突发死亡事故也时有
发生。

被人们称为“万能解毒剂”的维生素 c(抗坏血酸)是解 12 毒，
抗毒，防治感冒和上呼吸道炎症及坏血病，促迸组织细胞新
陈代谢的良药。也常因使用不当(过量或者贮存不当变质)，
反 而诱生一些不测的毒副反应：轻者恶心呕吐、腹泻、腹
痛;重度 中毒者还会诱发血尿、肾结石发生和降低某些妇女
生育能力，造 成事与愿违，适得其反的恶果。

就连近几年倔起的，前途看好的维生素 e，也有着过量使用发
生中毒的危险，本来它是抗氧剂，对机体有着组织细胞生长
促生 作用，临床上作为不育症，习演惯性流产，进行性肌营
养和心血 管病、 脂肪 肝、 皮肤病变的防治药物。

却也有人因作为“补药” 长期服用过量反而产生强氧化作用，
引起发育过渡、性早熟及性 征改变等不良反应，造成了终身
痛苦和不应有的 浪费。

7、饮食误区

一、 用过热油锅炒菜。

过热的油锅中， 容易生成硬脂化合物， 对人体极为有害。
若常吃这样的菜，易患酸性胃炎和胃溃疡，如 不及时治疗，
还可能诱发胃癌。

二、 常用植物油。

花生、 玉米油中易混杂强致癌物黄曲霉素、 棉籽油中有使
人中毒的棉酚，菜油中的芥酸不利于高血压，心脏 病人。故



植物油不能多吃常用。正确的用油比例，应是 1 份植物 油
搭配 0.7 份动物油。

三、虾米直接煮汤喝。虾米或虾皮在加工中容易染上致癌物。

若直接煮汤喝，不利于人体健康，正确的方法是将虾米煮数
分钟 后换水煮汤，或在汤中加 1-2 片维生素 c，就能阻断致
癌物的体 13 内合成。

四、用生水冷却熟热蛋。将煮熟蛋用冷水浸泡后，蛋壳虽好
剥，但病菌却有机可剩。美国科学家发现熟热蛋用生水浸泡
后蛋 内的产生了肉毒杆毒素，有害人体健康。

五、多添佐料调味。英国一项调查表明，胡椒、桂皮、五香、
丁香、小茵香、生姜等有诱变性和毒性，多用调味品，可导
致癌 症，也会带来口干、咽喉痛、精神不振、失眠等副作用。
还会诱 发高血压，胃肠炎等。

六、饭后马上吃水果。这是不科学的吃法。水果中含有大量
单糖类物质，很容易被小肠吸收，但若被饭菜堵塞在胃中，
就会 因腐败而形成胀气，胃部不适。正确的方法是吃水果方
法应在饭 前 1 小时或饭后 2 小时。

七、喜喝时新茶。新茶虽然叶色鲜活、叶醇香爽，但饮用弊
大于益。因为存放不到一个月的新茶，含未经氧化的多酚类，
醛 类和醇类较多， 易引起腹胀， 腹痛等， 加重慢性胃炎
患者的病症。

八、口渴才饮水。口渴表明人体已经轻度脱水，犹如田地龟
裂后才浇水一样，显然不利于健康。正确的饮水方法是，除
每天 吃饭菜、水果、汤外，还应补充白开水 1.5--2 升，夏
秋季节适 当加些淡盐水。



春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九

对于科技这个词语，大家都很熟悉。简单说来，科技就是科
学技术。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它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
学技术的总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如雨后春笋，正在祖
国大地迅猛地发展。环顾生活，科技是无处不在的，科技就
在我身边！

不难看出：这一切，人们享用的都是科技的成果！

由此可知：科技，帮助我们创造了优越的生活环境；科技，
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科技，是全世界人们智慧的结晶！

我们身处科技中，要不断学习新的科技！

科技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还要大力发展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