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模板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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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篇一

爱好旅游(打一成语)——喜出望外

盲人摸象(打一成语)——不识大体

蜜饯黄连(打一成语)——同甘共苦

会计(打一成语)——足智多谋

逆水划船(打一成语——力争上游

快刀斩乱麻(打一成语——迎刃而解

翘翘板(打一成语)——此起彼落

遇事不求人(打一成语)——自力更生

脱粒机(打一成语)——吞吞吐吐

四通八达(打一成语)——头头是道

一块变九块(打一成语)——四分五裂

节日的焰火(打一成语)——五彩缤纷



乖(打一成语)——乘人不备

相声(打一成语)——装腔作势

01一枝红杏出墙来

02五句话

03扁担作字两头看

04反刍

05掠

06动物作标本

07空袭警报

08静候送礼人

09律师贪污

10弃文就武

11力争上游

02垃圾当肥料

13潜艇攻击

14细菌开会

超好牙刷(打一成语)——一毛不拔

打边鼓(打一成语)——旁敲侧击



感冒通(打一成语)——有伤风化

鲁达当和尚(打一成语)——半路出家

皇(打一成语)——白玉无暇

举重比赛(打一成语)——斤斤计较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篇二

元宵节，北方人要吃元宵。说到元宵，不少人以为汤圆就是
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
是两种东西。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做汤圆相对简
单，一般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即
成。而元宵在制作上要繁琐得多：首先需将面和好，把凝固
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
一边滚一边洒水，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
成。

2、元宵节吃汤圆

元宵节，南方人吃汤圆，主要祈求全家团团圆圆。做汤圆所
用的糯米性平、味甘、补虚调血、健脾开胃、益气止泻，有
暖中、生津和润燥的功能。再者各类汤圆常规馅主要以果料
和干果为主，包括芝麻、核桃、花生，再加上植物油，营养
价值就“更上层楼”。水煮汤圆是最简单的做法，其实也是
最健康的吃法。

小提示：元宵和汤圆的区别

元宵节，北方人要吃元宵。说到元宵，不少人以为汤圆就是
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
是两种东西。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做汤圆相对简
单，一般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即



成。而元宵在制作上要繁琐得多：首先需将面和好，把凝固
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
一边滚一边洒水，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
成。

3、元宵节吃饺子

正月十五到了，北方有吃饺子的习惯，河南“》河南”》河
南人有“十五扁、十六圆”的元宵节习俗、传统，所以正月
十五应该吃饺子。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
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

4、元宵节喝元宵茶

在陕西等地有吃元宵茶的风俗，就是在热汤面中放进各种菜
和水果，很像古时的“元宵粥”。此茶增加了纤维素、矿物
质及维生素的摄取，且不像普通元宵那么油腻，对于由于节
日多食动物性食品而呈现的酸性体质有中和作用，也使元宵
的营养更为全面。

5、元宵节吃面条

江北地区民间流传有“上灯元宵，落灯面，吃了以后望明
年”的民谚，当地人在正月十五晚上要吃面条，听起来与元
宵不相关，但也有祈求吉利之意。《仪徽岁时记》载：“(正
月)十八落灯，人家啖面，俗谓‘上灯圆子落灯面’，各家自
为宴志庆。”落灯时吃面条寓意喜庆绵绵不断之意。

6、元宵节吃生菜

广东人过元宵节时喜欢“偷”摘生菜，拌以糕饼煮食，据说
这种食品代表吉祥。广东人的性格平和实在，对节庆也最图
一个好意头，平时最常用于新店开业等节庆场合的生菜，也
是元宵节必备的节庆用品。经常成为南方饭桌上常见蔬菜的



生菜，名字就和“生财”谐音，因此也被看做是象征富贵吉
祥的喜庆之物。

7、元宵节吃馒头、麦饼

浙江浦江一带在元宵节有吃馒头、麦饼的习俗。据说原因是
馒头为发面，麦饼为圆形，取“发子发孙大团圆”之意。湖
南省常德上元各家以椒为汤，加入韭菜儆果诸物款待客人，
称为“时汤”。

8、元宵节吃糟羹

台州一带每年正月十四看过花灯之后食糟羹。糟羹用肉丝、
冬笋丝、香菇、木耳、鲜蜻、豆干、油泡、川豆板、菠菜等
炒熟，再加入少许米粉，煮成带咸味的糊状食品。正月十五
喝的糟羹为甜的，用番薯粉或藕粉配上莲子、甜枣、桂圆等
做成。

9、元宵节吃枣糕

豫西一带的人过元宵节喜欢吃枣糕，带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枣糕原是清朝宫廷御用糕点，其味香远，入口丝甜，含有维
生素c、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既能补脾和胃、
益气生津;还有保护肝脏、增加肌力、养颜防衰之功效。

10、元宵节吃粘糕

粘糕又名年糕。元宵节除元宵、面条外，还有吃粘糕的。唐
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载牶“自梁米，昧
甘、微寒、无毒、除热、益气。”唐代之后，元代也有元宵
节食糕的记载。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篇三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
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
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
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
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
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
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
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
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
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
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
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
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
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
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
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
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
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
游走，好生男孩)。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篇四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



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
俗，故又称灯节。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据一
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
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
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
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
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
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
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
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因此正月
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
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
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
自己的生活愿望。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
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
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
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
光璀璨，极为壮观。

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
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
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
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
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
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
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



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
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历代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
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等游戏。同
时，还要吃些应节食物：南北朝时代元宵节吃伴和肉与动物
油熬煮的豆粥或米粥，唐代吃一种叫“面茧”的面食和焦饣追
(即烤饼)，到宋代有盐豉汤和绿豆粉做的科斗羹，并出现
了“圆子”，此后元宵节南北方均以吃元宵为习。

元宵灯节期间，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
又成了中国的“情人节”。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
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传统元宵所
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
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元宵节手抄报内容篇五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
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天冬天，下了几天大雪，东方
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
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
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
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
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
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
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
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
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
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
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
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
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
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
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
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
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
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
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
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
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
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
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
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
这天叫做元宵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