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优质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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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报告的时候需要注意什
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报
告的范文模板，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一

春节文化的魅力，使春节成为最有凝聚力的节日。每当春节
来临，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纷纷赶回家中与亲人团聚，每年一
度上亿人次的“春运”高潮，说明了春节在中国人心中的.地
位。与春节相关的年俗，早已由一种礼仪渐变为一种打在每
个中国人身上的烙印、一种融入每个中国人血脉的习惯、一
种浸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文化因子。

活动目的：

了解春节的习俗，了解春节的各地民族习惯。

活动形式

1、了解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每
一个华夏儿女最期盼的日子。让学生较全面地了解与新年有
关的知识，从形式上的过新年到走近新年、研究新年，进而
了解春节的由来、礼节及相关习俗。

2、到超市、饰品屋、节日礼品屋等进行参观、调查、访问，
上网查询有关资料，培养学生收集整理资料并根据资料进行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能利用信息技术收集有关各地民族春节的信息。培养学生
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处理、汇总和应用的能力。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二

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俗称过年。
而春节的习俗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现在，许多国家也有了
过春节的习俗。

在世界上，据统计，除了中国外还有，中国、韩国、朝鲜、
日本、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
宾等国家把春节定为法定节日。

他们也有过春节的习俗。比如：新加坡：成千上万人购年糕。

春节是新加坡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在年市上，各种年货
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过去中国过春节的传统习俗，如祭灶、
迎神和吃年饭等，在新加坡的华人中几乎都保留了下来。至
今，新加坡华人们还认为，年糕象征着“年年高升”，桔子
象征“大吉大利”，因而是家家户户过春节的必备品。新加
坡还从中国的广东和香港等地进口年糕、潮柑和盆栽金桔应
市。春节期间，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来到年市选购年糕等年
货。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三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高高地挂上红灯笼、
贴上红对联、吃团圆饭、放爆竹……其中逛庙会和放爆竹是
老北京人过春节主要的文化娱乐。

每逢正月初一至十五，人们都要去逛庙会，大家也一定都去
过热闹的庙会吧，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庙会的由来吧。

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提起中国古代的庙会，人们会
联想到“庙”，认为庙就是道观寺庙。顾名思义，庙会就是
在寺庙附近聚会，进行祭神、娱乐和购物活动。庙会在北京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为什么说庙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呢？庙会上有许多
让人眼花缭乱的传统节目：舞龙、舞狮、吹糖人儿、拉洋片、
捏泥人……庙会上不但有许多精彩的传统节目，还有一些美
食：香喷喷的羊肉串、年糕、糖葫芦……真好吃呀！

放爆竹是小孩子春节时最喜欢的娱乐，每当放爆竹时，看着
美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我不禁想起王安石的《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大家知道放爆竹的来历吗？我给大家介绍
一下吧。传说，很多很多年前，森林里有种非常凶恶的野兽，
叫做“年”。每年夏历腊月除夕那天，它都要出来大吼大叫，
专门吃人和牲畜。当时没有人能够制服它。为了躲避“年”
的灾难，人们都要在除夕那夭杀猪宰羊敬供年，让它胀满肚
子，才不伤害人畜。 有年腊月除夕这天，人们忘了杀猪宰羊
来敬“年”，“年”一来就大吼大叫，要想吃人。人们没法
只好关上大门，爬到竹楼上去躲着。“年”从这家走到那家，
到处转来转去找东西吃。它见到处空空荡荡的一无所得，不
由气得发疯嚎叫。这时，邻近一家的竹楼失火了，火势很大，
烧得竹子“劈劈啪啪”地乱响。“年”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响
声，吓得逃回森林去了。

从此，放爆竹就成为了一个过年的习俗一直传到今天。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四

问卷调查法

20xx年2月6日至2月15日

xxx

来九寨沟旅游的人



xx年年初四川省灾后重振和危机应对政策初见成效，解脱降
落趋势，今年“春节”逐渐有回热征兆。我组于xx年2月5日
至2月15日“春节”黄金周期间对游客在九寨沟的旅游情形进
行抽样调查，现将所调查的有关内容综合并剖析如下：

四川暗藏着一处桃源仙境――九寨沟。那里有重重的山峦和
茂密的森林,;有彩色的湖泊和奔涌的飞瀑;还有各种鸟类和珍
禽等。九寨沟的独特和它出色的神话故事如梦如幻,因此人们
习惯的将它称之为“神话世界”。在春节黄金周上，节前和
节日期间，成都市假日办和相干部分，加大了对重要景
区(点)的旅游安全的领导检讨，从源头上确保了节日期间的
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春节期间，全市无重大旅游安全义务事
故和旅游投诉，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四同一”。

1客源市场呈上升趋势

5.12汶川大地震产生，九寨沟有震感，但并没有对景区的自
然景观和旅游服务设施造成损坏。地震过后，九寨沟治理局
马上组织全局所有职工对景区各景点、步游栈道、观景台、
景区公路、护栏进行拉网式排查，没有发明破坏和安全隐患。
九寨沟地域的宾馆、饭店、公路、娱乐、购物等旅游基本设
施均完好无损。统计剖析表明地震后愿意来九寨沟旅游的
占86.65%，以为地震对九寨沟没有任何影响色游客占59.12%。
从此可看出九寨沟已经解脱降落趋势客源开端升温。

“2012中国生态旅游年九寨沟首游式”将于200

9年1月1日在九寨沟景区举办。今年的“生态之旅”包
含：“相约世界最艳丽湖泊―五花海”新年祈福、“新年贺
礼―走进躲寨”、“九寨画院”成立等各项运动,。这一运动
增添了客源量，据工作职员先容：九寨沟景区从12年11月16
日到年今年3月31日履行淡季票价80元，观光车票也降至80
元;同时还履行二次进沟政策(即假如要二次进沟，只需多买
一次观光车票外加20元工费)，二次进沟总费用为260元(不含



保险)，比旺季节俭360元，目前春节期间天天旅游人数已经
超过xx人.

2营销力度加强

这次游客基础情形的调查，共计发出调查表50份，回收50份，
回收率100%。统计剖析表明，在九寨沟旅游游客中按性别构
成分，男性游客占47%，女性游客占53%;按年纪构成分，80后
和70后游客占92.4%，90后和60后游客占7.6%;按职业分，公
司、事业单位职员占53.6%;由上可见，九寨沟游客群中，
以80后和70后游客为主，公司及事业单位职员为主。无须多
加说明，这样的一个顾客群主体，在假日休闲购物餐饮上，
七天大假对购物餐饮、花费市场具有较好的拉动作用，全市
重要贸易、餐饮业企业销售额较同期均有必定水平增加。随
着九寨沟营销力度的加强，特殊是实行了有效的冬季营销，
加强了九寨沟冬季旅游对游客的.吸引力，当天九寨沟招待的
进境游客同比增加达345%。游客多了自然收入额就上往了。

3旅游地商品价钱与质量

人们旅游对其旅游地购物动机必定是请求商品档次高、购物
环境好、商品德量好和服务好。在统计分析中表明占62.96%
的游客以为旅游区购物是个“被宰”的运动，商品价格往往
比一般商场高出一倍到数倍以上，而且还可能充满着假冒伪
劣商品，所以一些游客为了不在旅游区购物而愿意多付30%以
上的旅游团费加入所谓的“纯玩团”，不过他们在九寨沟旅
游购物中，彼此对商品价格与质量发表自己的看法，仍然在
纵情购物......。

因此，今后的义务还须要在经营商品和服务上再下一番工夫，
以更好地逢迎不同的客群，在巩固和发展有必定档次和个性
的顾客的同时，争夺精力文明和物资文明的双丰产。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五

1.调查地点：家里

2.调查内容：特色年货

灌香肠了！妈妈先准备了薄如蝉翼的小肠皮，再把猪肉切碎。
接着就是靠真本事的时候了：妈妈在碎猪肉里掺上盐、味精、
料酒和各种调味品，再搅拌着。然后用灌香肠的专用工具，
在小的那头套上小肠皮，大的那头往里面加上猪肉。这个工
艺的要求就更高了：要求用力均匀，用料均匀，这样子做起
来的香肠才好看。

香肠做好了！看着这红白相间的精美的香肠，我谗得直流口
水！

1．调查地点：小姑家

2．调查内容：小屋面貌

一大早，妈妈就拉着我起床，说是要去小姑家拜年。我兴高
采烈地，恨不得立即就坐飞机去小姑家。

妈妈把饼干和牛奶等礼品放在车踏板上。不一会儿，就到了
小姑家。我乐呵呵地想：小姑看见我和妈妈来她家，肯定会
吓一跳吧！“叮咚——叮咚——”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
绪。小姑打开大门，定睛一瞧：是我和妈妈，果然顿时怔住
了，30秒过后，才反应过来。连忙叫我们两个人进门，还边
走边“责怪”：来我家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一点心理准备也
没有！”我和妈妈只能在后面偷笑。

进了屋，妈妈叫我把“年礼”拿出来，送给表弟。弟弟傻笑
着，开心地把我拉回房间吃饼干去了。妈妈也和姑姑互报祝
福。整个小屋里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我们被幸福包围着。



再来看看这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豪华但令人心情愉悦；
桌子上换上了新的桌布，冰箱里买了好多蔬菜水果？?一切都
意味着：新的一年来临，我们要焕发新的活力！

1．调查地点：我家

2．调查内容：卫生工作

光说不做假把式，我们一家三口立刻“武装”起来了：妈妈
穿着围裙，拿着【威猛先生】——她的工作是打扫厨房和卫
生间；爸爸左手拿拖把，右手拿扫帚——他负责客厅及阳台；
我则手提水桶，准备抹布。

因为我的管辖区是两间卧室。

“滴答——滴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沾
满了汗珠，但各自的“包干区域”也差不多可以收工了。看：
窗台上一尘不染；地面几乎是一面光滑的明镜子一样；桌面
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客厅的两盆幸福树也被我们把上面
的枯枝剪掉了？?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现在看着这屋子里
窗明几净、清清爽爽，心情便跟着舒畅起来了。

是什么让我们挥洒汗水，辛苦劳动呢？我想是新春的动力，
要我们改头换面。春节，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它。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六

从各方面统计和估算的数字分析，广东人过春节花钱越来越
大方。在广州一大学做教师的小彭称，因为供了一套房，加
上孩子上学，所以一家人春节花费还是比较节省，但即便如
此，置办年货加上亲戚、朋友、同学人情走动，还是花
去7000元。在白领阶层中，小彭的钱花得还不算多。今年天
冷，又为逛商场多吃多穿多花费再添一把火，几乎所有的消
费场所全面火爆，春节前后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消费时段。



广州市的天贸南大、广百集团等百货公司，今年春节期间投
放市场的商品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20%以上，而销售增幅也同
样超过20%。其中，广百初一至初七销售额达3365万元，增幅
达45.5%，这说明虽然供应量大了，但需求量也在增大。而友
谊百货1月前28天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10%，王府井这28
天的销售额已达到去年一二月的销售总和，相当于去年全年
销售额的1/3。 省经贸委市场流通处罗房枢说，今年春节来
得早，从元旦开始市场已开始启动。在前后持续约一个月的
春节消费月里，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去年全年月平均零
售总额上涨约30%，达到600亿元。分摊到全省近8000万常驻
人口粗略估算，意味着平均每人花费近800元。这还是一个较
保守的测算 数字。

消费虽然依然火爆，但年味似乎并不是用金钱能买得到的。

说到年味，人们的眼前常常会浮现这样经典的传统图景：风
雪夜归，阖家团圆，围炉夜，守岁至明，开门三声爆仗。新
年游，看花市，百戏竞阵，货郎蚁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
的简单图景反而离我们越来越远。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暨南大学商学系主任杨建华认为，花钱
更多，但品味年味更难的原因很多：

其一，将春节的过去与现在纵向相比，过去过年是人们一年
消费的集中体现，虽然现在仍是这样，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
的提高，过年消费远没有过去那么高度集中。如果划曲线图，
过去的曲线更陡峭，现在则平缓得多。

其二，将春节放在全年中横向来看，过去的文化较为传统单
一，春节地位高企，现在东方西方文化交流，古代现代文化
荟集，一年大小节日隔三差五就有一个，冲击了春节的传统
地位，使得春节在人们的心目中已不再那么神圣化。特别是
年轻消费者，传统观念更是淡薄。



一位消费者对记者表示：“该买的总是要买!和其它日子一样，
春节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花钱的理由而已。”

当然，过年办年货，全家老少买新鞋新衣等传统消费需求仍
然存在，且还在增长。以广州酒家集团为例，其年宵品市场
投放量比去年增加了50%，仍是供不应求;传统年货一条街也
是各商场、超市的保留“节目”。但是年货制作的社会化、
商品化，包括吃年夜饭的酒店化，极大地冲淡了传统年味。
或者说，这过年味“不地道”了。

虽然如此，“年”的“旧瓶”中更添进了许多“新酒”，别
样的消费更是冲淡了传统的年味。譬如短信拜年使拜年这一
大过年的重头戏大大简单化，仅广州移动除夕一天的短信发
送量就达3500万条以上。拜年在许多年轻人眼中已经淡化为
一种形式。

大量市民的出游计划使得广州传统年节市场上部分消费者缺
席，不少人已不再坚持“风雪夜归，一家团圆”。广州市假
日办的调查显示，在1960位被访者中，春节黄金周期间有意
出外旅游的比重为57.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9个百分点。根
据测算，出游者人均花费552.9元，预计全市居民旅游总花
费21.6亿元。同时，随着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以及节前掀起
的一股购车热潮，今年春节不少市民自己开车回家过年，而
选择自驾车游的人也明显增多，自驾游已成为一种过年时尚。

春节而拉动的像家电、家具、楼房、靓车、旅游等部分消费
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因此传统型消费虽然也有所增长，但
相比之下，其“光芒”就变得十分微弱了。

关于春节消费的调查报告20xx：篇二

今年的春节七天乐是否依然是人之所至，蓬荜生辉?不同年龄
段的消费方式又有哪些不同呢?我见过许多农民工朋友，他们
常常说：“这一年的辛劳赚来的钱，就是为了能够好好过一



个大年。”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年中花钱最多的一次节庆，
堪称中国最“贵”的一个节日。这个寒假，我利用了三天的
时间对泉州市区的市民做了一个随机调查，以了解人们的春
节消费观。

在调查中，大人们的消费投向可谓五花八门，各种方式都在
选择之列。不过，送礼以微弱优势拔得头筹。其次是餐饮，
再次是添置新装，接下来还有文娱活动、压岁钱、购置日用
品、旅游等。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春节期间的消费热点。

亲戚朋友互相拜年，自然少不了送礼。在消费需求逐年攀高
的当下，在社会关系愈加错综复杂的当下，送礼已经成了过
年支出的很大一部分，在我的调查中甚至成了多数人春节开
销中的领头羊。据我对圣湖小区一些居民的随机调查，过年
的人情消费最多超过五千元，最少的也有近千元，这其中包
括给亲朋好友的礼品、礼金、礼券，给晚辈们的压岁钱等。
一位小区住户苏先生说，过年是一年一度的，亲戚朋友之间
的拜年是不能忽略的，总不能空着手去，现在的人品位是越
来越高了，送低档的东西也越来越显得寒酸，拿不出手，光
给每个孩子的压岁钱就至少要两百块。春节期间光送礼的开
销就有三千来块了。

其实，春节人情消费的增加只是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不仅
是春节，就是非节假日，人情类的消费也占了人们消费中的
很大一部分，成为一项主流消费。诚如广告里所说“送礼就
要看档次，送礼也要送健康，送礼更要送出品位。”于是随
着家乡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在
不断上档升级，礼金数额水涨船高。人情类消费的增加也成
很多人的沉重负担。一位去年春节期间人情类消费达到四千
多元的陈先生很无奈因为他如今的人情消费总额已经超过了
孩子的学费，这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这又是不能不作出的
消费。



春节期间购物往往是一些女士在节日期间的首选。一位在电
信部门工作的堂姐告诉我，她们这些职业女性因为工作关系
平常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基本很少能有机会搞什
么集体活动，而在春节假期期间她们刚好可以利用休假时光
快快乐乐地逛街购物。据了解，有堂姐这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一些职业女性和家庭妇女平常都是没有充足的时间逛街购物，
春节的休假正好是补偿自己平日乏味繁忙生活的一个机会。
我采访了一位平日几乎不曾踏出家门的邻家大婶，她对于春
节的来临喜形于色，说，“往常在家里就是跟着脏衣服和脏
碗筷转，老公儿子在家时又围着他们转转，都没有自己的时
间。现在他们都休假了，我也要放松放松，买几件称心的衣
服好好地打扮一番。” 此外，给爱人、孩子添置新衣，也是
春节女士们不可缺少的“工作”乃至一种乐趣。

对很多人来说，春节活动基本上围绕吃进行。家乡人春节期
间在食品方面到底要花多少钱呢?百汇商场的一位收银员告诉
我，大概在节前二十多天，超市就进入销售高峰，顾客一次
购物花费大多在三百元至七百元之间，还有许多是在千元以
上，而且卖出去的东西绝大部分是食品。而且有一次，一个
六口之家买了一千五百多元的食品，装了好几辆手推车，他
们的孩子还吵着说不够。收银员笑了。

在食品的选购上，据我了解，糖果、瓜子、饮料、葡萄酒蜜
饯等各类小食品是众多家庭选购的食品中必不可少的，其中
源和堂、盐津铺子等泉州老字号是本市民众所青睐的甜果食
品。其中葡萄酒所占花销较大，约达到五六十元，其余各项
基本在三四十元左右的范围内摇摆。

餐饮消费也是家乡人民春节的一大消费支出之一。对多数人
来说，春节期间走亲串友是常情，既然是走亲访友那就免不
了吃吃喝喝，我从我在春节所去过的一些酒楼了解到，今年
春节从三十到正月初五的酒席早十几天前甚至更早就被预定
一空。据一位酒店大堂经理称，这期间在他们这的订制酒席
的平均消费大多为六七百元，不少还超过千元。“中国人在



过节时总免不了要扯上些吃的，再过春节时当然更不会含糊
了。”这位经理笑称。为什么春节酒宴现在越来越成为风潮
而供不应求了呢?据我调查了解到，在酒店消费的市民大多是
图个方便，不愿亲自下厨，这是时代变化带来的社会风气直
接造成的。但是依然有大多数人坚持追求一家过年的和乐氛
围，而选择在家里设宴招待亲友。一位住在丰泽新村的洪先
生说，“过年了，不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开心嘛，亲朋
好友欢聚一堂，这才是真的年味，上酒馆子是花冤枉钱，又
没什么感觉。”

近年来，春节游可以用“火爆”一词来形容。我在市里的一
些旅行社了解到，一些旅游线路基本排满。在宏泰兴客运的
一张报表上，大年初一和初二的海南游已“满座”，而前来
问票的市民仍是络绎不绝。而我所认识的一位上海商人也选
择了在春节期间南下海南岛，途中还会回泉港老家祭祖。据
一位旅行社工作人员称，一旦天气晴好，春节外出旅行的人
会更多。一位罗先生说：“我是一名驴友，但不知道春节期
间天气怎样，如果天气不是很坏，带着亲戚朋友一起自驾游
也是件快乐的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春节既是个团圆的的
日子，也是一个阖家游玩的日子。调查显示，在旅游形式上，
有六成的人选择随团出游，四成的人选择包括私人自驾游的
自助旅游。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冬季温暖气候宜人的话
南方地区最受欢迎，其中尤以广东、厦门、深圳、云南等热
带亚热带气候区为最。而气候相对寒冷的北方城市同样深受
游客青睐，尤以哈尔滨和长春为首。同时香港是境外游目的
地中的翘楚。

相对于端午、中秋等其他传统节日，春节是最受人关注的节
日，是中国公认的最隆重热烈的传统节日。在我发布的一项
网络调查中中，85%的人认为，在所有节日中，春节是最重要
的不可或缺的一个节日。61%的被调查参与者表示要在家度过
春节，14%的调查参与者表示要在游山玩水中度过春节，29%
的被采访者表示要以四处拜年走亲访友的方式度过春节，而
只有4%的参与调查者称，他们会在知识的海洋中或者在健康



的挥汗中度过春节。

今年的除夕人们倾向于选择什么方式去度过呢?59%的被采访
者表示要在家里吃年夜饭并且合家观看春晚节目，41%的被采
访者表示会选择时兴的除夕夜过法，在酒店里享受店家推出
的年夜大餐，并在饭后回家观看春晚节目，还有11%的人在饭
后前去进行唱歌等娱乐活动。在饭店里吃年夜饭，51%的消费
者消费预算在20xx元以下，26%的消费者消费预算
在20xx~3000元，14%的消费者消费预算3000~4000元，有7%
的消费者称，他们的消费预算在4000~5000元，有2%的消费者
打算在年夜饭这一项上花费5000元以上。

我在我市一些四星级大酒店了解到，酒店推出的1888
元、2666元的年夜饭在除夕之前两个月就被订购一空，甚至
有的在半年前就已经订罄。而“贵宾级”的六千元以上年夜
饭的预定量较比前几年有所下降。这说明了人们在生活水平
提高，消费观念改变的同时，消费习惯变得更加务实经济，
更追求绿色健康的饮食习惯，不再盲目追求“天价”，在春节
“拒绝浪费，吃出健康”。

被访者中有33%的人表示给朋友春节送礼会选择茗茶，25%的
被访者表示如果送礼对象是长辈，倾向于选择保健品，极少
数被访者表示会选择其他有意义或对方真正需要的礼品。由
此可以看出，春节送礼还是停留在送传统礼品上，并没有深
入实际的考虑。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而如今年味似乎越来越淡。在对
待春节的态度上，我所采访的人中有六成的人认为现在春节
年味太淡，缺少传统文化，希望能过一个更加传统的春节，
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有利于人们追寻古老祖先的印记;四成的
人认为现在的过年方式简单轻松，比过去的过年方式要好，
据我了解，这么认为的大多数为年轻人，基本上都以短信拜
年和qq拜年作为拜年方式，许多人在春节当天足不出户。



我市常年举办的新年灯会，集民俗风貌、文化演出、传统饰
物于一体，成为百姓过年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化消费方式，也
是今年市民欢度春节的方式之一。在灯会上我了解到，百姓
对这种过年的方式十分满意，认为这是泉州市的一大悠久传
统，是让市民了解本地的传统文化，使这个春节变得年味浓
浓的一个有效方式，对于“新泉州人”们来说这也是一个让
他们真正了解春节传统的渠道。

不少人丢掉了自己的传统。物质的丰富带来了对物质的盲目
崇拜，开放的世界对传统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冲击，风俗正在
简化，人情日渐淡薄：关注的重心是位子、房子和票子，而
绝少问津健康、慰藉和快乐;宁可手机发短信，却懒得打电
话;能在互联网上泡一天，却不愿到亲朋好友家中坐一会儿，
这样过年与平时没有区别，甚至带来更多的沉重和疲惫，结
果只能让人们对春节产生更多的淡漠。有人愿意到农村寻
找“年味”，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

到哪里去寻找“年味”?到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去找。传统文化
不是传统观念，更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保留传统文化的精髓，
创造符合时代的精神追求。其实“年味”就是这么简单：吃
喝追求健康、绿色，为什么非要大鱼大肉?亲友们多在一起唠唠
“知心话”，不一定非要掺杂那么多的物质?在风俗上多来点
讲究，日子才会增添生机。如果每个家庭都如此，过大年就
能红红火火，中国人就能感受到越来越浓烈的“年味”。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七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去传承与发
扬。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得
到了较大改善，对春节的态度却日渐轻慢。在我所接触到的
很多人都普遍表示过年没意思，对新年少了儿时的那种期盼。
尽管还有一些孩子对“年”依旧保存有较大的兴趣，却也只
是因为过年时可以尽情的玩，并不了解“过年”的真正含义



所在。

就我个人而言，我很难理解上述现象。我对春节向来都有着
很深的感情，感觉过年关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神圣的
事。我深知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
大力支持，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的态度的轻慢势必会造成全社
会春节意识的淡薄，以致到头来这样国宝级的节日趋于消亡-
------这是我所不愿看见的。处于当代大学生该负有的对弘
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责任感与好奇心的驱动，我特利用年
后的空余时间做了这个社会调查，以求更加全面的认识现今
社会不同年龄段的人对春节的态度。

年（二十六岁到四十五岁）、老年（四十六岁以上）等四个
年龄段，并作分别面对面的调查。下面就按这四个年龄段的
结果做分别介绍：

说到儿童，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余年有关的难忘的记忆---
-或美好或忧伤----我自然也不会例外。因而在介绍调查结果
之前，我想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有关童年中年的记忆。

六岁之前我的记忆是空白的，这也是在划分年龄段时从六岁
开始记的原因。记得六岁到十二岁这段时间里，我对过年时
充满了期待与喜爱的。尽管那时候并不能理解“年”的真正
含义，但我知道过年这几天可以见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长辈、
兄弟姐妹，可以拿到来自父母长辈的压岁钱，可以吃到平时
吃不到好东西，可以尽情的玩尽情地吃，父母对自己的要求
也会变得宽松许多。当然还有许多说不清原因的由于孩子的
天性产生的原因。十几年过去了，通过本次的调查，我发现
如今孩子们对春节的态度与我儿时的记忆是那么的相似，甚
至原因都是一样的！以下是结果。

本次共对六个行政村的123名六岁到十二岁的儿童进行了面对
面的采访。其中有22人只发笑摇头而拒绝回答问题，实际应
答率为82.1%。在接受问答并作出合格答案的101名儿童中，



有81名明确表示自己盼望过年的意愿。另外20名的回答模棱
两可，大意是不知春节是怎么回事，没有什么具体的感受。
又分别针对产生不同态度的原因，对这两类人进行进一步的
调查。

有明确意愿的81个孩子的原因相对比较统一，回答“过年的
时

候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的有75人，这部分人双亲中至少有
一人常年陪伴身边，生活无忧无虑。另有7人回答过年可以见
到爸爸妈妈，爸妈会给他们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这部分人，
属于纯粹的留守儿童，双亲皆外出打工，平时难得见到父母。
回答模棱两可的20人，都是年龄10---12岁之间的。

这正好是我现在的这个年龄段，但调查结果让我自己大吃一
惊，从结果中我发现，我似乎与同龄人有些格格不入。

这一年龄段中 共有151个受访者，其中有2个托词说忙而拒绝
回答问题应答率为98.7%.除去四份不合格的问卷，共得到145
份有效答案。

对春节的态度：应答的145名青少年中，有93名明确表示“对
春节失去了兴趣，没有了而是那种期待的感觉”。这部分人
完全理解春节的含义，也知道如果这个节日消失对中华民族
来说是个损失。但尽管如此他们依旧不会因此而更加重视这
项文化。对他们而言，挣钱或学习挣钱的本事才是正经的事。
像类似这样的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事，与他们无关。消失了
他们会遗憾，保住了他们也会高兴，但不会为此贡献力量。

另外的52人表示对春节没有了期待，但依旧对过年充满了兴
趣。这部分人大多是20岁左右的外出务工的人。他们说春节
的时候能够放下一切压力尽情的玩、可以见到平时没机会见
到的老朋友、老同学。但同时他们也表示春节时无法避免的
饮酒是件令人头疼的事。



此年龄段的答案分歧比较大：

此年龄段共有274名受访者，无人拒绝回答，应答率100%，且
全部合格。这其中有126人是外出打工的，余下的148人是在
家务农的。为了区别两类人，将访问结果分类介绍。

（一）、外出打工的部分。

这一部分的受访人数为126，全部表示渴望过年，他们的共同
原因是春节的时候可以回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其中61人
认为春节尽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但已经过时了，没有
什么值得珍惜的。另外的65人的认识有所不同，他们对中华
民族的这个传统节日依旧保持者浓厚感情，如果这个节日就
此消失，与他们个人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

（二）、在家务农的部分。

这部分的受访人数为148，其中70人认为春节与平时没有什么
区别，只不过是承上启下的一天。这部分人一般为常年的自
家土地上耕作的农村劳动力，几乎全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生活。但每到春节，他们依旧相当重视，像履行义务
一样维护着这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其余的78人多数为家庭
主妇，她不但不渴望过年，而且还有些讨厌过年。因为和那
些男人们一样每到春节他们就像履行责任一样将过年几天要
用的、要吃的都给准备好。这些事虽说并不难办，但零碎的
活多了，也着实的累人！

从总体上看，这个年龄段的人大约有一半的人渴望过年，另
外一

半不渴望甚至厌恶过年；在这这两部分人中又个有一半的人
认为有必要弘扬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节日，各有一半的人认
为这个节日不值得传承。



调查结果显示这部分人的意见是比较统一的，他们对春节几
乎都是既盼又怕、都认为作为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春节很值
得传承与发扬。

这一年龄段的受访者人数为187，除有两个言语上有些糊涂答
案不可信外，其余185人皆作出可信的有效答案。在有效答案
中有179人认为春节是值得保留的传统节日并很盼望春节的到
来。但由于老年人怕老的通病，这部分人又都害怕春节的来
临，因为一过春节就预示着他们又老了一岁。其余6个老人，
还或许是由于年事已高的缘故吧！他们对春节没有了盼，只
剩下了怕。当然，他们也是认为春节时个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传统节日的。

在这一部分人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喜欢听戏。
同时，还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像
如今的青少年一样对戏曲也没有什么兴趣，但随着年龄的增
长，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它，我不能理解这其中的原因。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向年纪比较大地老人请教年轻人为什么
对春节失去兴趣的原因时，一位老人说道：“如今的生活水
品提高了，家家饭桌上摆放的食品都比他们年轻的时候过年
时的饭桌上的还要丰富。天天过的都像过年一般，谁还会渴
望着过年啊！”仔细想来也确实如此。

春节文化的调查报告做篇八

春节民俗

看书和资料

1、春节为什么要放鞭炮贴福字呢？

2、除夕之夜，为什么要给压岁钱呢？



1、中国古时侯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尖角，凶猛异常，
年”兽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爬上岸来吞食牲畜伤害人
命，因此每到除夕，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往深山，
以躲避“年”的伤害。

又到了一年的除夕，乡亲们象往年都忙着收拾东西准备逃往
深山，这时候村东头来了一个白发老人，白发老人对一户老
婆婆说只要让他在她家住一晚，他定能将“年”兽驱赶
走．众人不信，老婆婆劝其还是上山躲避的好，但老人坚持
留下，众人见劝他不住，便纷纷上山躲避去了。

当“年”兽象往年一样准备闯进村肆虐的时候，突然传来爆
竹声，“年”兽混身颤栗，再也不敢向前凑了，原来“年”
兽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大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身
披红袍的老人哈哈大笑，“年”兽大惊失色，仓惶而逃。

第二天，当人们从深山回到村里时，发现村里安然无恙，这
才恍然大悟，原来白发老人是帮助大家驱逐“年”兽的神仙，
人们同时还发现了白发老人驱逐“年”兽的三件法宝．从此，
每年的除夕，家家都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灯火通明，
守更待岁．这风俗越传越广，就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
节日“过年”。

现在，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佳节，它象征着团结、兴旺，人们
对新的一年寄托着希望。

2、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珠。
到了年三十夜晚，他们怕祟来害孩子，就逼着孩子玩。孩子
用红纸包了八枚铜钱，拆开包上，包上又拆开，一直玩到睡
下，包着的八枚铜钱就放到枕头边。夫妻俩不敢合眼，挨着
孩子长夜守祟。半夜里，一阵巨风吹开了房门，吹灭了灯火，
黑矮的小人用它的白手摸孩子的头时，孩子的枕边进裂出一
道亮光，祟急忙缩回手尖叫着逃跑了。管氏夫妇把用红纸包
八枚铜钱吓退祟的事告诉了大家。大家也都学着在年夜饭后



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交给孩子放在枕边，果然以后祟就再也
不敢来害小孩子了。原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在暗
中帮助孩子把祟吓退，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
“祟"与”岁谐音，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称为"压岁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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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村民

聊天

自己家，村民家

春节期间

李玲玲、房子雯、王泓力等

笔、信纸、照相机

1.上网了解并搜集图片，较全面地了解与新年有关的知识。

2.访问附近的街坊、亲戚朋友，学会收集整理资料并根据资
料进行分析问题。

3.了解当地春节习俗，并写下详细的调查记录。

4.最后总结资料，说出自己的研究所得和调查结果。

相传中国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头长触角，凶猛异
常。“年”长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吞食牲畜伤
害人命。因此，每到除夕这天，村村寨寨的人们扶老携幼逃
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伤害。

半夜时分，“年”兽闯进村。它发现村里气氛与往年不同：
村东头老婆婆家，门贴大红纸，屋内烛火通明。“年”兽浑



身一抖，怪叫了一声。“年”朝婆婆家怒视片刻，随即狂叫
着扑过去。将近门口时，院内突然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
声，“年”浑身战栗，再不敢往前凑了。原来，“年”最怕
红色、火光和炸响。这时，婆婆的家门大开，只见院内一位
身披红袍的老人在哈哈大笑。“年”大惊失色，狼狈逃蹿了。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避难回来的人们见村里安然无恙十分惊
奇。这时，老婆婆才恍然大悟，赶忙向乡亲们述说了乞讨老
人的许诺。乡亲们一齐拥向老婆婆家，只见婆婆家门上贴着
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炸响，屋内几根
红腊烛还发着余光……欣喜若狂的乡亲们为庆贺吉祥的来临，
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这件事很快在周围
村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
除夕，家家贴红对联、燃放爆竹；户户烛火通明、守更待岁。
初一一大早，还要走亲串友道喜问好。这风俗越传越广，成
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2、春节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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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扫尘、贴春联、
包饺子、吃年夜饭、除夕守岁、放鞭炮、发压岁钱、拜年等
传统习俗。

3、家乡的春节

在家乡，除夕贴春联，晚上全家人在一起吃年夜饭、看春晚、
我们孩子就放烟花，快快乐乐的迎接新年。

老话儿说得好“初一初二满街走。”除夕夜后，就是大年初
一，人们穿好新衣，清晨来来往往的拜年人络绎不绝。大街
小巷都是拜年声，小辈给长辈拜年，不光小孩，就连老人的
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笑容。大年初一吃饺子象征了团圆和福气。
主妇在包饺子的'时候会在饺子里放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就是



最有福气的人。吃完饺子人们都各自出门拜年，给压岁钱，
街上还会有一些奶奶们跳舞、扭秧歌，此刻，就是我们最开
心的时刻。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通过这次的
关于潍坊春节习俗的调查我对春节习俗的由来和演变也有了
更新一步的了解。感受我们节日悠久的历史，人们在过年时
的开心，加强了过年的味道。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地很多
的春节习俗尽管在形式上有了不少变化，但大致上都是在春
节讨个大吉大利的好彩头，为新的一年做个好的开始，寄托
了人们对将来的希望，对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憧憬。

我们可以通过本次调查活动让更多的同学了解春节文化，珍
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领略中国文化魅力，让我们更加热
爱我们的节日，发扬我们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国最传统，
最隆重的节日，象征着美好、幸福。是新的一年的开始。由
于时代的发展，很多传统的旧习俗也有了新的变化。但不管
生活变得多么现代化，春节依然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我
希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璀璨文化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