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简单的清明节手抄报(模板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
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一些简单的清明节手抄报篇一

四月五日，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是清明节。淸明节，是
为了缅怀已故的亲人，而我，却在这个日子与老爸老妈驾车
去了令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次游玩。

早上十点左右，我们来到了汕头市郊的北回归线标志塔。塔
在山顶上，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圆圆的地球模型被高高撑起，
在太阳的照射下非常醒目。球的下方，是四个高挑的塔角，
它们努力地支撑着地球模型。我们从山脚下沿石级而上，十
分兴奋。石级有点陡，爬起来很吃力。但路边那些盛开的五
颜六色的野花、浓得让人心醉的绿叶还有欢乐地唱着歌的小
鸟，让我很快就忘记了爬山的辛苦。

在欢乐声中，我们终于到达标志塔的目的地。标志塔看上去
雄纠纠气昂昂，像一个沙场归来的将军傲立山顶、眺望远方，
这股英雄气概让所有的人都非常振奋。

标志塔的景区内，到处都是游玩的人们：有白发飘飘的老人，
有幼稚可爱的小孩，也有靑春活泼的小伙子。他们有的在欣
赏风景，有的在嬉戏打闹，有的还在静静思考呢。总之，到
处都是欢乐祥和的气氛。

这时，我突然发现塔顶有一个小洞，这个小洞穿过了地球模
型，我非常好奇。老爸告诉我，每年夏至日正午，太阳直射
北回归线(北纬23、5度)，站在北回归线上的人都没有影子。



所以，太阳会从球洞直射到塔的底盘正中心。哇，北回归线
太神奇了!

老爸还告诉我，我们伟大的祖国从北纬4度到北纬53度，一共
跨越了49个纬度，地理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这时，我不由
得想：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想把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
家，要想守卫她的安全和平，得需要多少人付出多大的艰辛
与努力，又有多少英雄先烈为她付出生命与鲜血啊。亲爱的
先烈们，请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缅怀你们，我们一定会好好
努力的。

今年的清明出游，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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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春景色渐入我视线，鸟儿唱着春天奏鸣曲，漫山挑红，
遍地金灿灿菜花，嫩芽吹叶落，绿油油嫩芽长出来，到处又
是一片春意盎然、万物复苏景象。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这个节气，我们
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这首唐代诗人杜牧诗句，来表达我们
对先人思念之情。

这一天，我们会来到墓前，放置一束鲜花，烧上一些纸钱，
借以表达我们对亲人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
祷，祝福他们在天堂那一边能够和我们一样，幸福和快乐地
生活着。此时，我们不禁会回忆起他们曾经和我们共同度过
那些岁月，那些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不禁凄
然泪下。

远处春景色渐入我视线，鸟儿唱着春天奏鸣曲，漫山挑红，
遍地金灿灿菜花，嫩芽吹叶落，绿油油嫩芽长出来，到处又
是一片春意盎然、万物复苏景象，这又昭示着逝去人新生命
开始，一个充满期望和祝福开始。



这是一个春季节，一个充满希望季节，一个新生命开始季节。
们在缅怀过去同时，也要对未来充满希望，珍惜生命，让自
己生命更有意义，不要虚度这样一个美好人生。

清明时节，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对生命有一个重
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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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期间，人们会为已故亲人树碑，会到陵园扫墓，在已
故亲人的坟头上用草坪押上纸张，就是坟冒。下面是小编给
大家带来的关于清明节手抄报内容简单，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清明节习俗既是个体的时间感受与空间体验，又是群体的一
种民间宗教实践活动。在清明节中，民众对先人的哀思具有
调节身心、舒缓压力和改善人际关系的作用。清明墓祭习俗
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主体身上都能
够有相应的解释和体会。清明是一个祭祖的节日，更是远足
踏青、亲近自然的大好时节。这些习俗活动体现民众顺应天
时、和谐共生的朴素理念。清明条祖活动所呈现出来的恒久
民族情感，更让我们有机会对传统节口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有
了一次重新审视的机会。

作为中国传统四大节日之一，清明在我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现在的清明节是融合了清明、寒食与上巳三大节日，最终于
唐朝时期定型的，即使从这一时代算起，也已经有一千三四
百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承载着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且富于
特色和活力的传统节日，在今天清明节仍然是一个被广大民
众所看重的节日。近些年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
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发展，很多传统节日都出现了
式微的现象，很多传统习俗逐渐被人们遗弃。

但是，在今天整个传统节日面临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有许多



传统节日习俗及其内涵保留了下来。就清明节俗而言，被完
整保留下来的其两大主题之一的祭扫，也不可避免发生了某
些变化。清明扫墓祭祖这一相沿悠久的习俗，源于传统文化
中的祖先崇拜和孝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崇本尊亲、慎终追远、
感念先人功德的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因而成为清明节节俗
活动的核心内容。在今天，这一节俗仍然受到人们的广泛重
视。只是，由于城市与乡村间的相关差异，清明祭祖在城市
与乡村表现出了不同态势。

在城市地区，清明扫墓依然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与此同时，
和传统相比城市的扫墓习俗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现今城
市的丧葬都采取火葬的形式，祭祀对象放在骨灰盒里，与其
他人的骨灰放在一块。或者是虽有坟墓，但一般已没有祖坟
了。这就导致人们在祭祖现象上发生了某些改变，比如不再
有整修坟墓的内容，或者由于找不到祖坟，一般也就不再祭
祀祖灵。在祭祀方式上，总的趋势是不断趋向简单、文明、
花样翻新。很多人改变了清明节烧纸祭祀亡灵的传统习俗，
而是代以敬献鲜花、网上扫墓等形式来寄托哀思。

1.清爽的杨柳风，温润的清明雨，柔嫩的阳春草，懵懂的早
醒虫。携晓风微雨虫鸣上路吧!

2.清明节到了，老祖宗喊你们回去扫墓!三根香，一对烛，清
明不能忘祭祖。纸要烧，揖要作，工作汇报要清楚。保护老
小都平安，逝者安息生者乐!清明快乐!

3.去扫墓，祭先祖，事业顺，心情好，白天晚上没烦恼。看
春日，百花香，轻松自在负担少。清明节，你要凡事看开，
事事自在!

4.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家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
足郊原草木柔。独在异乡为异客，清明佳节倍思亲。遥知亲
人扫墓时，在此场上少一人。祝清明节快乐。



5.云朵装点着天空的精彩，问候装点着友谊的精彩，真情装
点着岁月的精彩，清明装点着春天的精彩!盼结伴踏青去，发
条短信问候你，折柳祈相逢!

6.清明节到了，如果你平安，我祝你快乐;如果你富有，我祝
你健康;如果你幸福，我祝你甜蜜;如果你无恙，我祝你吉祥;
如果你伤感，我祝你生命中没有缺憾。

7.清明节，雨下或不下，我的关心在那里;柳插或不插，我的
思念在那里;酒喝或不喝，我的情义在那里;你念或不念，我
的祝福在那里。祝你平安!

8.清明节，雨纷纷，话养生，多珍重;踏青游，好时节，防过
敏，花草远;蚊虫叮，要防护，讲卫生，防疾病;休息好，精
神佳，心情好，更健康!

9.清明节，小长假，愿你背上安全的行囊，顺着快乐的导航，
带上健康的行装，朝着幸福的前方，心里装满喜悦，手里握
住希望，向绚丽多彩的人生，快乐前行!

10.清明节，小长假，忧愁烦恼都放下;去踏青，去旅游，健
康安全记心头;出远门，衣带足，吃饱睡好精神足;多休息，
多放松，甜蜜快乐放心中。

11.清明至，祭先祖。携家人，去扫墓。缅怀意，深情诉。人
生路，莫停步。勤梳理，多回顾。平常心，把握住。柳色新，
春莫负。多保重，情如故。

12.让风筝飞，飞走忧愁。请踏青去，去除烦恼。把祖先祭，
祭走哀伤。将柳枝插，插满生机。清明节至，祝你健康平安，
幸福快乐。顺风顺水，吉祥如意。

13.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住曾在自己生命留下回忆的人，无论
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清明节了，逝去的美好，记牢;现在的欢



笑，拥抱;让温情传进人人的手机号!

14.清明时节故人忆，绵绵思绪难自已。回首往事情依依，更
添悲情人哭泣。鲜花纸钱坟前祭，只愿天堂无别离。保佑生
者体康健，快乐幸福直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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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在清明前后有吃青团的食俗,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周
朝。据《周礼》记载，当时有“仲春以木铎循火禁于国中”
的法规，于是百姓熄炊，“寒食三日”。在寒食期间，即清
明前一、二日，还特定为“寒日节”。

青团子是用一种名叫“浆麦草”的野生植物捣烂后挤压出汁，
接着取用这种汁同晾干后的水磨纯糯米粉拌匀揉和，然后开
始制作团子。团子的.馅心是用细腻的糖豆沙制成，在包馅时，
另放入一小块糖猪油。团坯制好后，将它们入笼蒸熟，出笼
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这便大功告成了。
青团子油绿如玉，糯韧绵软，清香扑鼻，吃起来甜而不腻，
肥而不腴。青团子还是江南一带人用来祭祀祖先的必备食品。
正因为如此，青团子在江南一带的民间食俗中显得格外重要。

不过四类人群忌吃青团：

一、老年人和小孩绝对不适宜吃青团。因为制作青团的主要
材料糯米是一种极难消化的食品。老年人和小孩的消化功能
都不好，吃青团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让消化系统“雪上加
霜”。

二、胰腺炎和胃炎患者严格禁止食用青团，因为青团中的糯
米会导致这些炎症的复发或病情恶化。

三、糖尿病人禁食青团，青团中含有大量糖分，现在商家推



出的新品青团所含糖分“与日俱增”，糖尿病人食用青团无
疑会使病情恶化。

四、有胆囊炎、胆结石的患者不宜食用青团，可能会因为消
化不良而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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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食节的来历有不同说法。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
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介子推。

春秋时代，晋国公子重耳逃亡在外，生活艰苦，跟随他的介
子推不惜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让他充饥。后来，重耳回
到晋国，做了国君(即晋文公〕，封赏有功之臣。唯独介子推
拒绝接受封赏。他带母亲隐居绵山，不肯出来。晋文公无计
可施，只好放火烧山，逼其下山。谁知介子推母-子宁愿被烧
死也不肯出来。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绵山改名为
介山，并修庙立碑。同时，还下令在介子推遇难的`这一
天，“寒食禁火”，举国上下不许烧火煮食，只能吃干粮和
冷食。

古代的人们都非常崇敬介子推的气节，“寒食禁火”的习俗，
被后人流传下来，形成了寒食节这个特殊的纪念节日。

民俗专家介绍说，汉代以前，寒食节禁火的时间较长，以一
个月为期。整整一个月都吃冷食，对身体实在不利，汉代改
为3天。

寒食节从晋国开始后，延续了不少年代，中间也有严禁寒食
习俗的，如三国时期的曹操。但时间不长，“寒食禁火”之
风又在民间自发兴起。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寒食节都被当
作重大的节日。唐朝时也仍然被作为全国性的隆重节日，不
少文人墨客都写过关于寒食节的诗文。



这就是寒食节的来历。寒食节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古人常
把寒食节的活动延续到清明，久而久之，人们便将寒食与清
明合而为一。晚唐、宋以后，禁火冷食的习俗日趋淡化、消
衰。到了元代，许多人基本上已不再沿用此习俗。明清时期，
寒食节期间已经不再禁火，也不要求人们寒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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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北京地区,清明节表现形式多样,
其在节日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的超简
单清明节手抄报图片,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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