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民俗文化调查报告(实用5篇)
报告，汉语词语，公文的一种格式，是指对上级有所陈请或
汇报时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
合适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
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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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假期

长辈亲戚家

长辈亲戚、网络查询、书籍寻找

长辈亲戚：春节要团圆，除夕夜晚上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正月初一，要早早起来去当地的寺庙烧香拜佛。春节八天，
要到处拜访亲戚。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贴春联、扫尘、
倒贴福等等的习俗。

书籍寻找：腊月初八吃腊八蒜、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年
三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逛庙会、正月十五闹元宵……大人
们的忙碌，孩子们的热闹，浓浓的年味儿。书籍中于把一家
几口的人物放进去，从他们的视角看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
画中的一个城门甚至一个城墙垛都非常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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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亲戚家

长辈亲戚、网络查询、书籍寻找

长辈亲戚：春节要团圆，除夕夜晚上要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正月初一，要早早起来去当地的寺庙烧香拜佛。春节八天，
要到处拜访亲戚。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
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贴春联、扫尘、
倒贴福等等的习俗。

书籍寻找：腊月初八吃腊八蒜、腊月二十三祭拜灶王爷、年
三十吃团圆饭、大年初一逛庙会、正月十五闹元宵……大人
们的忙碌，孩子们的热闹，浓浓的年味儿。书籍中于把一家
几口的人物放进去，从他们的视角看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
画中的`一个城门甚至一个城墙垛都非常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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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就是年。最近几年放寒假的时间越来越晚，可以说
放了寒假就是年。去年腊月25放假，今年由于疫情形势提前
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单位工作忙碌，家里神兽
归笼，春节渐渐逼近，面对繁琐的过年风俗，我们该如何平
衡呢？特此对身边的人进行调查。

1、阅读书籍；

2、借助网络查找资料；

3、询问身边的人。

简要介绍过年习俗主要有买年货、扫尘、贴春联、剪春花、



挂年画、年夜饭、压岁钱、守岁、吃饺子、吃汤圆、祭祀祖
先、放鞭炮、看春晚、拜年、贴福字、逛庙会、赏花灯等。
过年，是指过“年节”，即现在所称的“春节”。我们当地
还保留的习俗：买年货、扫尘、贴春联、年夜饭、压岁钱、
吃饺子、祭祀祖先、看春晚。

妈妈（农村）：从腊月就开始准备，杀猪，熏腊肉，生麦芽，
手工做酥糖，打豆腐，做豆腐乳，除尘，贴春联，准备一顿
丰盛的团年饭。在农村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年货都是儿女
们买回家的。自己只需要买一些小件生活必需品。除夕的下
午，家中的男子会去祭祀祖先，风雨无阻。去以前拜年不送
礼物，只放鞭炮，村民们轮流请客吃饭。现在不像以前那样
相互串门，只是与自己的儿女相聚。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吃人家的饭，也不待客，年纪大了，忘性大，做
不了饭。吃过团年饭，就觉得好累，好想静静地歇几天。过
好自己的日子。

婆婆（城市）：以前挂各种腊味，今年不挂了，只炸了丸子。
现在大鱼大肉不受欢迎，孩子们都学会了养生，习惯口味清
淡。我们也改吃素。现在越来越懒了，除尘，洗窗帘都请人
做。团年饭也不想做了，很想在宾馆订一桌，只是没有在家
里有气氛。多年前就不熬夜看春晚了，身体受不了。节目有
回放功能，正月间慢慢看。正月初一不吃包饺子了，做素馅
的吧，冬天没有合适的青菜。做肉馅的吧，又觉得太腻了。

辉哥（家有老母）：除尘是必须做的事情，对联不仅要买，
还要买上气派的对联，一年到头都是红红火火的。凉菜，热
菜都要准备，去年29的晚上，夫妻两个一个卤菜，一个下炸，
忙了半宿。家中有老母亲，每年正月初一，兄弟姐妹却会来
拜年。需要准备午餐和晚餐。

红姐：平时两个人在家，孩子上高中了。自己有严重的颈椎
病。每年过年前请人打扫卫生，只是除尘，今年500元。洗窗
帘另外再算。



小明：家有两宝，大多数的时间用来陪孩子。除尘自已来做，
买的长柄可伸缩除尘器，天花板触手可及，毫不费力。擦拭
窗户玻璃有专门工具，既方便又干净。房间平时都比较干净，
年前再分区域进行一次彻底大扫除，每天做一点，一点都不
累。窗帘嘛，不一定要年前冼。夏天、十一前后都可以，天
气好，挂上去就干了，不用特意晾哂。红姐每年请别人做卫
生，还不如请我。让我轻松赚钱。

小荣：前年疫情期间，禁止走亲访友，拜年聚餐。我觉得挺
好的。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还可以在家静静地陪伴孩子，
真是一种享受。以前每年家里来客人了，家里男的只知道吃
吃喝喝，热闹喧天。家中的饭菜却是女的操劳，客人走后还
得忙着收拾房间，疲惫不堪。

我根据平时的观察发现，现在物资丰富，交通方便，“年
货”观念不像以前那么迫切，什么时候都在过年。以前城市
里拜年送礼品，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必需品。最后沦落
为“鸡肋”。现在基本上是送红包。晚辈给长辈拜年，长辈
给小辈家里的孩子封红包。安排时间接小辈们吃饭，小辈们
需要回请长辈。整个春节就在酒席中度过了，无法专心陪伴
孩子，还会让他们受到不良影响。疫情之后，渐渐发展到子
女给父母拜年，父母给孙子、孙女发红包。聚餐也明显减少。

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越来越独立，自主意识越来越强
烈。一群人的狂欢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一个人的孤独并不是
真正的寂寞。年味渐渐变淡了，过年风俗还在，一年一聚的
心愿还在。在疫情防控特殊阶段，健康最重要。我们需要移
风易俗，与时俱进。放假不是为了忙碌，徒增压力，而是真
正的放松与休闲。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只要
心中有情，不一定是春节，什么时候都可以相聚。不拘泥于
过去，不限制于形式，随心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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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
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的节日，春节就是汉族人民最隆重的
节日之一。

时间如流水，忙碌了一年，这隆重的节日马上就要来临
了。20xx年这个春节常山的人们将会如何度过呢？为了解今年
大家春节的安排，我们对社会进行了一次调查。据了解，在
我们常山有85%的人都以“扫尘—办年货—贴春联—欢度除
夕—收压岁钱—拜年”这一道程序来操办。

扫尘：据调查，80%人们在春节的前一星期就开始了。在这一
过程中人们主要以打扫家具，电器为主。但也有忙于工作20%
的人们到公司放假后才会开始，或是请亲戚帮着打扫。还有
些有钱的人去请保姆来打扫。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春节前夕
做扫尘呢？经调查，人们一方面是为了有一个干净的环境来
迎接新年，二，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是为了除去前一年的
晦气，快快乐乐的迎接新年。

办年货：有的人们就更早了，他们在春节的前一个月就开始
准备，为的是买到既便宜又好的物品。但更多的人还是会在
春节前一个星期开始忙碌。到了春节的前一两天后，人们就
更忙得不亦乐乎了。杀鸡的杀鸡，宰鸭的宰鸭，连小孩也要
帮着大人提水。

贴春联：据我们了解，现代社会的春联十分的普遍，它使及
家家户户，人门用的春联基本上都采用红底黑字或是红底金
字，以加深欢乐之情，驱除邪恶。在一般的家庭中，贴春联
的时间是在除夕之夜，但有的家庭因为要出门旅游而提前。

欢度除夕：春节前夕做的这一番事为的就是迎接这个激动人
心的时刻，在这一刻人们又会干些什么呢？据我们了解，
有88%的人认为看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些人中有60%是老人，
因为那一个个精彩的、有趣的表演吸引着他们。还有15%的青
年人认为在电脑上聚会也比较合适。那么还有2%的人他们又



会干些什么呢？他们是在看天上美丽的礼花。

收压岁钱：在大多数的家中，新年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
饱受家庭的无限温暖，亲人的呵护，在快乐中成长！有的家
庭为了给孩子新的一年的动力打人往往会给孩子一些压岁钱，
祝贺孩子又长大了一岁。孩子也会开心地收下压岁钱，并对
送压岁钱的亲人说一些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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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财神”或“金玉满堂”等；后台香炉窝上要贴“满斗香
火”等；腊台两边上要贴“大吉大利”；箱子柜子上要
贴“满箱衣裳”等；锅台墙壁上要先贴请的灶王爷，再在两
边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是“一家之主”。
水缸上要贴“水泉四海”；石磨上要贴“下面如雪”；院内
外树上要贴“满院春光”、“抬头见喜”、“春光明媚”等；
猪圈羊圈牛棚上要贴“六畜兴旺”等；架车和自行车上要
贴“日行千里”等。如粪堆、红芋窖、柴垛上等，要插上花
花绿绿的纸条子。

要是头年家里有老人去世，过年是不贴春联的。第二年，只
贴绿纸或蓝纸春联。只有到第三年才贴春联。临泉旧时的对
联有许多讲究，各姓有各姓的联话。如姓张的是：“金鉴名
臣第，春钱学士家。”姓程的是：“军容周司马，理学宋名
儒”。姓宁的是：“科名高北斗，家世本两清”。姓岳的是：
“汤阴分世业，颍水振家声”。

贴对联的同时，旧时还要贴新灶君像，挂年画，挂中堂字画，
张堂名灯。堂名灯就是大红灯笼，灯笼上写金字、堂名。堂
名灯也是根据姓氏有别的`。如姓王的堂名灯是“三槐堂”，
姓章的堂名灯是“全城氏”，姓周的堂名灯是“友竹堂“，
姓贾的堂名灯是“瑞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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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月x日

现如今，大家都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进行春节习俗的来由进
行调查，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对春节习俗的了解加深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xxx

上网搜索

为什么要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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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
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
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之“拜年”。

为什么要贴春联？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桃符是挂在大门两
旁的长方形的桃木板。上面写上“神荼”，“郁垒”二神名，
以驱鬼避邪。

为什么要守岁？

“灶王”一职。玉皇的小女儿也就成了“灶王奶奶”。

灶王奶奶深知百姓的疾苦，常以回娘家探亲为名，从天上带
些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东西回来分给大家。玉皇对此非
常生气，就规定灶王爷夫妻一年只能在腊月二十三回天宫一
趟。

为了能从天上多给人们带些东西回来，灶王奶奶是想尽办法
收罗，今天弄些豆腐、明天弄些肉，后天蒸馒头，大后天打



酒，一直到除夕晚上，才将东西收罗的差不多。为了人们能
过个好年，灶王奶奶连夜赶回人间。家家户户的人们则是一
夜不睡觉，点起旺火、香烛、燃响鞭炮，迎接灶王奶奶返回
人间。

希望通过此篇调查报告，增加人们对于春节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