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模板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
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篇一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小时候，爱过春节是因为彩色
的糖果和美丽的新衣服，而现在我更爱那独特的人文年俗年
文化。那么我的家乡的人们是如何过春节的呢？为了更好了
解这些特色文化，我特意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下面是关于
年俗年韵年文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的概况。

1.调查时间：20xx年2月18日——20xx年2月20日

2.地点：汨罗市弼时镇坪塘村

3.调查人：王伊凡

4.调查方式：对亲戚邻居进行走访，同时在互联网上查找资
料

5.调查内容：对走访人家过年期间的风俗习惯进行调查

地念着联上的字。我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贴上了喜庆的春联，
据说贴春联关乎新年运程，可以讨个吉利。除了春联，我家
大门上还贴了两个大大的“福”字，可是这“福”字怎么倒
着贴呢？原来啊，将“福”字倒贴，是取其“倒”和“到”
的谐音，意为“福到了”。尤其是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
之意，须贴得端正。贴完春联和“福”字后，我和爸爸、妈
妈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我向他们说了新年好，这时候，爷爷
奶奶给了我一些糖和红包。我有些不解地问爸爸：“为什么
晚辈要向长辈拜年呢？”爸爸回答道：“古时‘拜年’一词



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辈拜贺新年、问候新年安好等内容。遇有
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
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现在人们除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
外，又兴起了礼仪电话拜年等。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
来，穿戴整齐后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因各地习俗不同，
有些地方初二拜年。”

拜年时，我发现晚辈给长辈拜年后，长辈可将准备好的压岁
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压住邪祟，因为“岁”
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可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所以，
“拜年”是必不可少的年俗。

大年夜晚上，一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丰盛的菜肴。桌
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鱼和火锅，鱼寓意着“年年有余”，火锅
则代表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大人们高谈阔论，小孩们烟
花齐放，一直要到凌晨，迎接新年的到来，这就是“守岁”。
古时“守岁”

有两种含义：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
年轻人守岁，是为延长父母寿命。现在的“守岁”富含了既
有对逝去岁月的惜别之情，又有对新年寄予美好希望之意。

大年初一，热闹的锣鼓声又为节日增添了一份喜庆。原来是
舞狮的队伍前来助兴，精彩的表演让人看得拍手叫好。狮子
为百兽之尊，给人以威严、勇猛之感。古人将它当作勇敢和
力量的象征，认为它能驱邪镇妖、保佑人畜平安。所以人们
逐渐形成了从大年初一到元宵节及其他重大活动里舞狮的习
俗，以祈望生活吉祥如意，事事平安。

所谓年俗根据各地区还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有一共同点
就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将喜庆与激情深深融入年俗中。站
在新年这一雪白的起跑线上，真诚地道一声：“新年,你
好！”



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篇二

“记得小时侯过春节，妈妈天天有事做，日日有安排，一直
忙到除夕下午，再将室外打扫一遍，开始整点新衣帽，包饺
子，准备迎神的香、灯等物品。”艳子慢慢回忆自己的年事。
有时候她会回老家过年，印象中，每个除夕之夜，各家通宵
不眠。鸡鸣之时，开始烧香、点灯、摆供品、放花炮、祭祖，
然后每家互相拜年。儿童向长辈叩头，长辈给压岁钱，图个
吉利。吃罢早餐后，家人便亲自登堂，出门拜年，互道些吉
祥话语。她说，去年大年初二她还上街了，街上人不多，感
觉春节好像逐渐萧条了。

春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标志着春天的到来，生命力
勃发，冬去春来。我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春节还是应该得
到重视吧，毕竟那是我们的传统。如今，有些人的节日习俗
观念已变的越来越淡薄，而仍有一些人依然记着祖宗遗留下
来的财富。我们不能学习那些观念淡薄之人，相反，传统节
日应该发扬光大，让大家的心里多一份温暖，让世界见证中
华民族发展的同时，见到龙的腾飞。但愿风俗使节日代代传
承，节日使生活五彩斑斓。5千年的文化底蕴，她的历史魅力
和传统庆祝活动，会让我们骄傲于“我们是中国人”！

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篇三

我是一个地道的东北大姑娘，生活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十几年，起初，对于该地区的风土人情并不在意，但是，自
从在外求学才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
年俗更是差强人意，南北地区差异尤为明显。例如南部地区
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初一不拜年也不走亲戚，统
统等到大年初二才进行。四川地区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
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各
地区的不同风俗文化才勾勒出了一副多姿多彩的民族画卷。
下面是关于东北地区的年俗社会实践调查报告概况。



百十个饺子中，只有一个放有硬币，谓之吃到这个饺子的人
主一年诸事顺遂。现在东北人过年，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
传统习俗。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月里禁忌剪
头发，剪头发方娘家舅舅，意思是正月里剪头发对自己的.舅
舅没有好处。新春正月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有人讲如果新春
期间做个媒，这不喜上添喜吗？但是在东北地区是不允许的，
做媒有自我倒霉的意思，所以正月里禁止做媒。同时新正月
里也不允许买鞋，买鞋与“买邪”同音也就是说把邪气带回
家里，是不吉祥的预兆。一个正月处处暗藏着年俗“机关”
稍不留意就会中招。初一至初四是禁忌乱用针线的，初五那
天才可以使用，被称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年里的琐碎和
缺憾都缝补起来。在我们这的新春期间，对天气情况也格外
关注，如果初一至初六天气都为晴，那么预示着在新的一年
里六畜兴旺，反之灾祸不断。就这样的一些年俗似乎成为人
们新春的希望，每天都期盼艳阳高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
美好的希冀。

在东北地区的正月期间饮食也有着丰富的含义，正月初三称
为庄稼会，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粮
食满仓。初五被称为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
会财源滚滚，兴旺发达。初七被称为“人七日”这一天吃面
条预示着新的一年里大人小孩身体安康无病痛无灾患。

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大年三十晚上辞旧迎新，一定
要吃饺子，在众多的饺子中只包上几只带有硬币的（现在人
们讲究卫生，就用花生或其他果仁来代替。）谁吃到了这样
的饺子就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会交好运，有吉祥之意。此外，
东北人在初五这天一定要吃饺子，也称“破五”，就是要把
饺子咬破，寓意将不吉利的事都破坏，有趋灾避邪之意。一
家人吃过年夜饭后，通常还有一个习俗：吃冻梨。由于东北
天气寒冷，一些水果冻过之后，就另有一番风味。最常见的
是冻梨和冻柿子。据了解，最纯正的是冻秋梨。在北方有一
种梨叫秋梨，这种梨刚摘下的时候又酸又涩，于是人们就把
这种梨采摘下来直接放在树下，盖上一层树叶，经过冰冻之



后的秋梨酸甜可口，果汁充足。冻梨在吃之前要放在水里解
冻，年夜饭后吃这种梨能解酸，消除油腻，正月里不剪头，
剪头会克死舅舅，所以东北人很忌讳这点，没有人会在正月
里剪头，但是反之在二月二，“龙抬头”这表示着二月初二
这天人们剪头就会很吉利，所以在这一天都会争相剪头，讨
吉利。并且，在东北，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有这样一个说法，
大年初一，初二这两天，不扫地，就是不愿将好运气，财气
扫走，所以只有等着到了初三才可以扫地。

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健
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
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新年快
乐”等吉祥话，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访或相邀
饮酒作乐。

这些简单的年俗，在人们不知不觉的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
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生活
创造幸福。此次一直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来讲，在没做这
个调查报告之前，已经将其抛弃殆尽，因此这次调查报告也
是对自身对待风俗文化态度的一种修正。同时系统的搜集了
东北地区乡村年俗的信息，把我们这朴实的年俗文化变成文
字，以此来激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年俗，关注身边的普通文
化，捍卫乡土文化，避免文化大量流失。

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篇四

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
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
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部新，消灾祈福为中心。我国
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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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岁，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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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
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
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
之意。

爆竹，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
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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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
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

年俗调查报告手抄报篇五

调查目的:此次调查主要是为了将永寿地区农村新年习俗系统
地形成文字，将其展现出来，以此来激发人们对年俗的关注，
同时也为文化流失敲响警钟。

时间:20xx年7月14日到7月27日

地点:永寿县

调查对象:亲朋、邻里

调查方式：查阅相关书籍、走访、请教

调查范围:关于永寿地区各种风俗文化以及春节期间的禁忌，
天气状况、饮食所赋予的含义。

我从小生活在永寿，一直生活在这个地区，对于该地区的风
土人情已经不在意，自从在外地求学才发现每个地区都有其
独特的人文风俗，特别是年俗更是差强人意，南北地区差异
尤为明显，例如南部地区的福建省，大年三十不吃饺子，初
一不拜年也不走亲戚，统统等到大年初二才进行。四川地区



大年三十不吃饺子而是吃汤圆还有他们自制的火锅。中国的
文化博大精深，正因为各地区不同的风俗文化才构勒出了一
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下面是关于永寿地区的年俗社会实
践调查报告概况。

媒。同时新正月也不允许买鞋，买鞋与“买邪”同音也就是
说把邪气带回家里，是不吉祥的预兆。一个正月处处暗藏着
年俗“机关”稍不留意就会中招。初一至初四是禁忌乱用针
线的，初五那天才可以使用，被称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
年里的琐碎和缺憾都缝补起来。在我们这的新春期间，对天
气状况也格外关注，如果初一至初六天气都为晴，那么预示
着在新的一年里六畜兴旺，反之灾祸不断。就这样的一些年
俗似乎已经成为人们新春的希望，每天都期盼艳阳高照，对
生活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希冀。

在永寿地区的正月期间饮食也有着丰富的含义，正月初三称
为庄稼会，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五谷丰登，粮
食满仓。初五被称为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
会财源滚滚，兴旺发达。初七被称为“人七日”这一天吃面
条预示新的一年里大人小孩身体安康无病痛无灾患。

这些在简单不过的年俗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希
望。在人们不知不觉的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一种向往，由此产生动力去创造生活创造幸福。此
次调整报告文字简短，语言平实，但对于我这个一直生活在
这个环境中的人来讲，在没做这个调查报告之前，已经将其
抛弃殆尽，因此，这次调查报告也是对自身对待风俗文化态
度的一种修正。同时系统的搜集了东北地区乡村年俗的信息，
把我们这朴实的年俗文化变成文字，以此来激发更多的人，
去关注年俗，关注身边的普通文化，捍卫乡土文化，避免文
化大量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