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爱丽丝手抄报内容文字 圣诞节手抄
报内容文字(实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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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
起来看看吧

爱丽丝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一

圣诞节的起源：

每年12月25日，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也就
是圣诞节。

“圣诞节”这个名称是“基督彌撒”的缩写。彌撒是教会的
一种礼拜仪式。耶诞节是一个宗教节。我们把它当作耶苏的
诞辰來庆祝，因而又名耶诞节。这一天，世界所有的基督教
会都举行特別的礼拜仪式。但是有很多圣诞节的欢庆活动和
宗教并无半点关联。交换礼物，寄圣诞卡，这都使圣诞节成
为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

图把异教徒的风俗习惯基督教化的措施之一。后来，虽然大
多数教会都接受12月25日为圣诞节，但又固各地教会使用的
历书不同，具体日期不能统一，于是就把12月24日到第二年
的1月6日定为圣诞节节期（christmatide），各地教会可以根据
当地具体情况在这段节期之内庆祝圣诞节。自从12月25日被
大多数教会公认为圣诞节后，原来1月6日的主显节就只纪念
耶稣受洗了，但天主教会又把1月6日定为“三王来朝节”，
以纪念耶稣生时东方三王（即三位博士）来朝拜的故事。随
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圣诞节已成为各教派基督徒，甚至广
大非基督徒群众的一个重要节日。在欧美许多国家里，人们



非常重视这个节日，把它和新年连在一起，而庆祝活动之热
闹与隆重大大超过了新年，成为一个全民的节日。12月25日
的主要纪念活动都与那稣降生的传说有关。

耶苏的出生是有一段故事的，耶苏是因着圣灵成孕，由童女
马利亚所生的。神更派遣使者加伯列在梦中晓谕约瑟，叫他
不要因为马利亚未婚怀孕而不要她，反而要与她成亲，把那
孩子起名为“耶苏”，意思是要他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來。

当马利亚快要临盆的时候，罗马政府下了命令，全部人民到
伯利恒务必申报戶籍。约瑟和马利亚只好遵命。他们到达伯
利恒时，天色已昏，无奈两人未能找到旅馆渡宿，只有一个
马棚可以暫住。就在這时，耶苏要出生了！於是马利亚唯有
在马槽上，生下耶苏。后人为纪念耶苏的诞生，便定十二月
二十五为圣诞节，年年望彌撒，纪念耶苏的出世。

圣诞节便是於十二月二十五日纪念耶苏的诞生，但真实的诞
生日就沒有人知道了。十九世紀，圣诞卡的流行、圣诞老人
的出现，圣诞节也开始流行起來了。

爱丽丝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二

春节，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传统节日。100多年前，民间艺
人“百本张”曾在他的曲本中这样写道：“正月里家家贺新
年，元宵佳节把灯观，月正圆，花盒子处处瞅，炮竹阵阵喧，
惹得人大街小巷都游串。”这是历史上关于岁首春节的生动
写照。

相传尧舜时期，我国就有了这个节日。殷商甲骨文的卜辞中，
亦有关于春节的记载，有庆祝岁首春节的风俗。但当时的历
法，是靠“观象授时”,是否准确，尚难确定。到了公元
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我国人民创造了“太初历”,明确
规定以农历正月为岁首。从这时起，农历新年的习俗就流传



了2000多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改用公元以后，这个节日就
改为春节。

在我国最古的文字记载中，有许多关于岁首春节的故事。腊
月和新春，正是“秋收冬藏”以后的农闲季节。汉郑玄也说
过，岁未年初“劳农以休息之”.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劳逸结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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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年初一早晨， 待第一声鸡啼响起，每户人家都要起来。家
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红爆竹，即做爆竹的纸必须
是红色的，保证爆炸以后红的纸屑能够遍地铺满，爆竹声后，
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象征新年的日子红
红火火。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这时满院瑞气，喜气
洋洋。 这就是“开门爆竹”一说。而且，满院的爆竹碎红是
不能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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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非要扫地不可，必须从屋子周围扫到中央，这称为“聚
财扫”，据说这样可以聚集财气。同时，这一天也不能往外
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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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放完爆竹以后，每家的男子都要做一件事情，即挑水。男



人们用扁担挑着水桶去水井旁打水，而且一定要把家里的水
缸挑满水。据说这种习俗起源于唐朝时期。有一年，过春节
的时候，由于燃放爆竹，引发了一场大火灾，由于没有足够
的水来灭火，导致大火烧掉了很多的物资，以至于给百姓带
来了很大的心理恐惧。因此在以后的春节，每家每户都在大
年初一这一天去挑水，以防备再有那样的火灾出现。后来演
变成了春节的一种习俗。也有的解释是说这样做是因为聚财，
因为水满缸，可以看作是家里的钱财满盈的表现，是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习俗一直在广大的农村还保留至今。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农村里的水井也已经不怎么
多了，这种习俗已经快要消亡了。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
拜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
安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汉族拜年之风，
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可用
名帖投贺。东汉时称为“刺”，故名片又称“名刺”。明代
之后，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专收名帖，叫“门
簿”。 现在则是到新朋好友家和邻那里祝贺新春，而没有原
有的“门簿”之类的做法。 在初一这一天，人们都早早起来，
吃完饭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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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人便使用各中贴片
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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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电话拜
年和网络视频百年等方式。

拜年时有很多的规矩要遵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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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岁钱有两种，一种是
以彩绳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表明长辈对晚辈的爱护；
另一种是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的钱。压
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
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
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

节日的热烈气氛不仅洋溢在各家各户，也充满各地的大街小
巷，一些地方的街市上还有舞狮子，耍龙灯，演社火，游花
市，逛庙会等习俗。这期间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热闹非凡，
盛况空前，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后，春节才算真正结
束了。

爱丽丝手抄报内容文字篇三

除夕祭祖是过年重要习俗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终追远
的传统，过节总不会忘记祭拜祖先，报祭祖先的恩德。除夕，
人们会摆上菜肴、倒上美酒，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此表
达对先人的怀念并祈求祖先的庇佑，这一传统习俗代代相传。
祭祀祖先，不仅涵盖了中国所有的古老传统节日，也是中国
民俗节日永远的主题。

贴年红

贴年红，即是贴春联、门神、年画、福字、横批、窗花等的
统称，因这些是过年时贴的红色喜庆元素，所以统称为“贴
年红”。贴年红是中华传统过年习俗，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
风俗和信仰，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并寄予着人们对新年新
生活的美好期盼。

年夜饭

年夜饭，是年节习俗之一，又称年晚饭、团年饭、团圆饭等，



特指年尾除夕的阖家聚餐。年夜饭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式，
拜祭神灵与祖先后团圆聚餐。团年饭是年前的重头戏，不但
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意头。吃团年饭前先拜神祭祖，待拜
祭仪式完毕后才开饭。席上一般有鸡(寓意有计)、鱼(寓年年
有余)、蚝豉(寓好市)、发菜(寓发财)、腐竹(寓富足)、莲
藕(寓聪明)、生菜(寓生财)、生蒜(寓会计算)等以求吉利。
中国人的年夜饭是家人的团圆聚餐，这顿是年尾最丰盛、最
重要的一顿晚餐。

守岁

守岁，又称照虚耗、守岁火、照岁等，其由来已久，是中国
民间的年俗活动之一。新年前夕夜晚守岁，民俗活动主要表
现为点岁火、守岁火。每个房间要整夜灯火通明，全家团聚，
迎接新岁到来;除夕夜遍燃灯烛通宵不灭，谓之“照虚耗"，
据说如此照岁之后，就会使来年家中财富充实。古时南北风
俗各异，有的地方守岁习俗主要为熬年夜，即通宵守夜;如晋
朝周处所著的《风土记》中说：除夕之夜大家各相与赠送，称
“馈岁”;长幼聚欢，祝颂完备，称“分岁”;终岁不眠，以
待天明，称“守岁”。有的地方在除夕之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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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宵守
夜，象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
如意。

压岁钱

压岁钱(在广东称做“俾利是”)，春节习俗之一。压岁钱是
由长辈派发给晚辈的，年晚饭后长辈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
钱派发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晚辈得到压岁钱
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岁;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
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
的关切之情和真切祝福。压岁钱在民俗文化中寓意辟邪驱鬼，
保佑平安。压岁钱最初的用意是镇恶驱赶邪佞，因为人们认
为小孩容易受鬼祟的侵害，所以用压岁钱压祟驱赶邪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