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春节日记(优质8篇)
意见建议是指根据对某个问题的调研和分析，提出对改进或
解决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些成功的案
例，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一些建议，比如...

高中春节日记篇一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到了，大街小巷热闹非凡，而每个地方
的过节习俗都各具特色。现在，我就来介绍一下我们十堰过
春节的习俗。

每到过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春联是对联的一
种，因在过年时张贴，故名。最初人们是以桃木刻成人形挂
在门旁用以避邪，后来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门神的名字。
春联多用红纸书写，代表着吉祥、幸福。

索性跑出去在外面一起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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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整个城市的上空，爆
竹声震响天宇。在这一刻，有的人家还在庭院里垒'旺火'，
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
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
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
了潮。

每到过过年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
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由掌厨
的做出来，而且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
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砧板声、
爆竹声，再夹杂着人们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
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吃年夜饭是过年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



的时候，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合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
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
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我们这里一般少不了
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
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
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
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最后多
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
酒的，也要多少喝一点。

一时间，十堰的过节习俗说也说不完，等你到了这里，你就
能亲身感受到它的魅力。

我一直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春节是最隆重
的节日，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节日呢？后来，想了很久，我终
于想明白了，人们看重的是春节的这种氛围，团圆的氛围，
热闹的氛围，好玩的氛围。大家都辛苦了一年，好不容易聚
到一起，一家人在一起聊聊天，吃个团圆饭，看看春节联欢
晚会，谈谈工作，谈谈学习，谈谈家庭，小孩子穿上崭新的
衣服，去放鞭炮，点烟花，给长辈们拜年赚压岁钱。传说除
夕夜有叫“年”的怪兽，许多人还会整夜不睡，这种习俗叫
做守岁。过年的时候，人们总有一种温馨幸福的感觉。

过年固然好，可是，春节又将至，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我却
发现，近年来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似乎过年能让我们高兴高
兴的，就只剩下穿穿新衣服，赚点压岁钱了。春节不再是令
人人都欣喜若狂的节日，成了给幼年的小孩子们乐一乐，玩
一玩的日子。

过年领着5岁的表弟去玩，走在街上，他东瞅瞅，西看看，好
像什么都是很新鲜的样子，一会儿要去买氢气球，一会儿又
要去游乐场玩，还有广场许多小吃也令小家伙垂涎三尺，吵
着嚷着要买这买那。玩一次旋转木马能让他高兴很长时间，
买一盒炮来放，能把他吓得躲在我身后不敢露面。看到广场



有漂亮的花灯，拉着我的手就往广场跑，要去看花灯。叔叔
给了他二十元钱零花，他激动得一蹦三尺高，喊着：“耶，
爸爸给我钱了，我有钱了。我们去买好吃的！”可是，相比
之下，我这个姐姐就显然成了个陪玩人士。对我来说，氢气
球已经不再是我可以玩的东西，去游乐场也只是高兴一小会
儿而已，广场的小吃都吃的腻了。陪着表弟去玩旋转木马，
看到都是一群小孩子，似乎旋转木马也只是童年时代美好的
梦了，去看花灯，花灯也只能图个漂亮，去放炮，放炮不过
是噼里啪啦响几声罢了。至于表弟对二十元零花钱的热情，
我就更是没有了，表弟才5岁，没人一次性给过比这二十块的
零花钱了，可是对我来说，这二十元零花就很普通了。表弟
喜欢的东西，对我都没有了吸引力，而对于过年来说，我也
没有了从前的那股热乎劲儿。

眼下也正是过年时，与以前的过年相比，虽然现在过年物质
生活更丰富了，但精神文化却总是像缺少了些什么，似乎那
些年的过年更热闹，更开心一些，我们似乎更怀念以前的年
味儿。以前过年时，总是盼着年关时候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贴
对子贴福字，能全家人一起扫屋子，能架起年货来准备点年
货，总是盼望着三十晚上能看春晚，能一晚不睡觉守岁，能
放包饺子吃饺子，总是盼望着大年初一能和爸爸妈妈领压岁
钱花，能穿漂漂亮亮的新衣服，能放鞭炮放烟花。那些年，
身为小孩子的我们听到鞭炮声会乱蹦乱跳，穿着新衣服在镜
子前照了又照，拿着爷爷奶奶给的压岁钱舍不得花，最后还
是都给了老爸老妈，等到别人家放完炮就跑过去，看看有没
有剩余的小炮再捡回来自己放，午饭时看着桌上许多好吃的，
流着口水却又舍不得吃，因为一年也难得改善这么几回伙食，
生怕吃完了明天吃不上这些好吃的了，过年的时候爸妈总会
领着我们一家到摄影馆照许多相片，我总是摆出各种姿势来
显摆，妈妈总说我爱臭美。可是到了如今，物质生活好了，
即使在平常爸妈也会给买很多漂亮的衣服，亲友也会给足够
的零花钱，老虎炮要多少有多少，文娱节目天天有，好吃的
随处可见，最不缺的就是食物，而家家都有数码照相机，想
什么时候拍照就什么时候拍照。所以，有了物质生活的丰富，



人们就把精神文化给忽略了，过年的程序删减了一道又一道，
过年的氛围也少了一层又一层。

年味儿淡了恐怕是许多人过年时的感觉。不必说有着传统过
年记忆的老人们，连才上小学的小表弟，都一脸无聊地说，
过年就剩了两件事有意思，放鞭炮和压岁钱。看来，年味儿
还真是淡了。

有人说，过年的主题是团圆，这话没错。春节期间，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喝杯团圆酒，谈谈工作的事情，聊
聊生活的烦恼，体会着家的温馨，亲情的温暖，一种幸福感
油然而生。但春节毕竟是春节，如果而已的话，和一般的节
假日也就没啥区别了。过年，要过出年味儿来才好。

年是一种民俗，一种文化，它是几千年民族文化传统的积淀。
爷爷说，以前过年，那可是有一整套的习俗，一进腊月，各
家就开始忙活起来，初八吃腊八粥，二十三过小年，准备果
品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二十四扫尘日，
全家大扫除，还要在床脚点灯，驱鬼辟邪。年三十，讲究就
了，贴门神，贴年画，贴窗花，祭祖宗，祭天地，祭神灵，
一直到正月十五过完元宵节，闹完花灯，年才算过完。

眼下的生活，那些传统习俗似乎已经成了遥远的回忆，带点
年味儿的活动似乎只剩下了贴个春联，放放鞭炮，看看春晚，
真正的年味儿好像只有跟着旅游团到遥远封闭的乡村才能看
得到。

过年是一种文化，年味儿需要载体。当以前只有在过年才能
吃到的年货现在每天在超市里都堆积如山的时候，我们更需
要文化层面的年、民俗意义的年。迎来送往、喝酒聚会的间
隙，可以去听听家乡戏，看看大秧歌；兴之所至，也可以拿
出毛笔来试着写几副春联，跟老人们学学剪纸，或者什么都
不做，只是坐在火炉旁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你也可以
感觉到年味儿正一点点地从老人脸上的皱纹里，从噼啪作响



的灶火中渗透出来，洋溢在你的周围——那就是过年的感觉。

高中春节日记篇二

新年新气象，伴着岁月的流逝，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愿望，兔
年吉祥月上眉梢。每年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最开心的一
直都是小孩子。老去又逢新岁月，春来更好有花枝。旧岁去，
新年近。适逢这样的时光，总会有除旧迎新之愿，让坏习惯
和霉运都丢在过去，好运福财迎进门来。意愿虽好，过年的
实感却不一定会透彻传达到每个人。

更多相关的文章：

1.关于过年的日记

2.小学六年级过年日记

3.二年级过年日记

4.

天空渐渐黑了，我们全家到房间里兴高采烈地看着春节晚会，
说说笑笑，多么愉快的春节呀!

推荐阅读：

作文：我的春节

四年级过年作文：过年真好

20春节作文：过年了！

更多



精品学习网作文频道四年级作文

高中春节日记篇三

过年喽!过年喽!家家户户都忙着贴春联，放鞭炮，好不热闹!

我家也不例外，

放完鞭炮该爬门了，听说这样会长高，我每年都爬门。炮放
过了，门也爬了，该拿红包了，爷爷给了我一个红包，神秘
的对我说：“一定要放在枕头下哦，这样可以给你带来好
运!”

该回家了，我和爷爷奶奶一一告别。一路的烟花照亮了我们
回家的路……

推荐阅读：

2012年作文：我的春节

四年级过年作文：过年真好

2012年春节作文：过年了！

更多

精品学习网作文频道四年级作文

高中春节日记篇四

许多孩子都很喜欢过春节，我也不例外。而春节也会按照我
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举行。

春节开始的头几天，家家户户都在买东西祭祀祖先。很多孩



子因为那些好吃的食物，往往都不睡觉。他们怕食物被别人
抢光，只有把东西放到他们手里。他们才能安静地睡。

春节时当然一切都得是新的。穿新衣服……把家里打扫干净
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桌子，地板，还是被子，床单都得洗
一遍，这样才能迎接新的一年。

购买年货是最重要的。大人们一大清早就出了门，上菜市场
购买年货。海鲜、蔬菜样样齐全。年货里最常见的是苹果，
象征着平平安安：火龙果，象征着红红火火：鱼象征着年年
有余……人们个个都是满载而归。

转眼间快到三十了，可在三十的前几天，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家家都在送年。虽然不是除夕，但
是却别有一番滋味。

这几天不仅大人忙，而且小孩也不嫌着，把自己偷偷藏的私
房钱拿出来，跑到小卖部买烟花爆竹。男孩子特别爱买鞭炮，
他们总喜欢做恶作剧，在别人身后偷偷放一个鞭炮，经常有
很多人被他们吓倒，可他们却“咯咯咯”笑着离开。我们女
孩却和他们不一样，喜欢玩烟花，所以都会买很多的烟花，
等到除夕时再用。

到了晚上，一家人围着桌子吃团圆饭。在年菜当中，那红红
的大闸蟹是我们小孩子的最爱，大人们则举着杯子，喝老酒
呢!

吃完饭，我们女孩把买的烟花拿出来，点燃后，烟花如一颗
颗璀璨的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显得格外美丽。每年的这个
时候，家家都会燃放烟花，一个个小火球窜上天空，只听
见“嘭“的一声，撞开一朵朵花。

正月初一，许多店铺都关门了，大家都往亲戚、朋友家拜年。
大人们一见面就聊开了，而我们只顾着收压岁钱。



正月十五元宵节，文化广场都会举行元宵晚会，现场所有的
位置全坐满了。许多超市里都挂上了灯谜，我和哥哥常常跑
到超市里猜灯谜，而且还是猜灯谜高手呢!每次我们去找爸爸、
妈妈……他们原先那空空的手，总会抱满许多东西。

元宵节一结束，春节也结束了。大人们又开始上班工作了，
我们也开学了。家乡的春节总是那样热闹、喜庆、隆重。

这篇，是一篇难得的习作。

高中春节日记篇五

我的妈妈是贵州人，从小，我就没的去外婆家。小时侯，看
着别的小朋友去外婆家，我心里很羡慕，常常缠着妈妈要外
婆，妈妈总是说：“以后带你去看她。”可这个以后从没到
来过，慢慢地我也就不提了。

去年寒假，当妈妈说要带我去外婆家的时候，我真的有点不
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坐上了火车，才相信终于要见到亲爱
的外婆了。

可是上车没多久，我就开始后悔了，因为是春运期间，火车
上拥挤不堪，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交织在一起，熏得
人透不过气来。没办法，我只好睡一会觉，看一会书，好不
容易熬过了30个小时。

下了火车，又坐着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我们终于
在一座大山前停了下来。拎着行李下了车，活动了一下麻木
的腿脚，我发现山脚下根本就没人家!

“咦，妈妈，外婆家在哪呀”

妈妈疲惫地笑了笑说：“早呢，还有大约两小时的山路，是



要靠自己走上去的。”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现在我
明白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都快12岁了，她才带我来外婆
家!

还好，没走多远，舅舅就来接我们了，第一次看见我，舅舅
好象有点激动，居然一下子抱起了我，把我闹了个大红脸。

冬日苍凉的午后，在蜿蜒不尽的山道上，我们三个人吃力地
走着。看得出，舅舅很想逗我开心，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不停
地跟我说着什么。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敷衍着他。浑身酸痛的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下次，打死我，我也不来了。

走到日影西斜，忽听舅舅对埋头走路的我说：“琳琳，到了。
”我一抬头，眼前是一个古老的村落，斑驳的白墙，一色黑
瓦。村口的一棵大树下，站着好些人，他们也发现了我们，
只见一个瘦瘦高高的老婆婆迅速地冲了过来，一把拉住我，
嘴里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她的意思，但“琳琳”
两个字还是听得出来的，妈妈在旁边哽咽着对我说：“孩子，
叫外婆呀。”

在外婆家过年，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受宠的公主一样，每时
每刻都被浓浓的亲情包围着，可是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初四我们就动身回来了。

又是在崎岖的山道上，外婆拉着我的手，舅舅帮我们背着行
李，把我们一程程地送下来。一路上，外婆对我说得最多的
话就是：“再来啊。”说了一遍又一遍。到了山脚下，当汽
车远远地开来的时候，外婆急切地拉住我，又一次重复着这
三个字。我望了望直冲云霄的大山，又看了看外婆布满皱纹
的脸，努力学着贵州话对她说：“外婆，明年，我们一家都
到这里来过年!”



高中春节日记篇六

作为一个福建人来讲，对于当地的习俗，我可是再熟悉不过
了。不管是节日习俗，还是其他的。我都是有问必答。就拿
春节的习俗来说吧，对于这方面，我可称得上是“万事通”
呀! 我们泉州从初一到十五，都称为“过年”，要等过了十
五，“年”才算过去。 从正月初一到初四，人们都欢度春节，
初五，百业经营，俗称“初五隔开，初六淘肥，初七人生日，
初八五谷生日。 ”当零点一到，四处爆竹声响成一片，人们
就会在家中厅堂设案，摆上三牲、水果、清茶、金猪等供品，
点上三支清香，点蜡烛，恭拜“天公”，祭祀祖先，这种祭
祀一直持续到初四。 除夕之夜要守岁至深夜12点钟，迎来了
新年黎明，家家户户都燃放烟花爆竹。

开门迎春纳祥，俗称“ 开正” 。 元日，每家每户都会把自
家的孩子早点叫起来，帖红春联，逢门必贴，无论前后，无
论大小。 清晨，无论男女老少，纷纷起床盥洗，穿上早已准
备好的新衣。早餐合家吃面线加鸡蛋，吃蛋去壳，意在除霉
气，迎吉祥;面线则象征福寿绵长。早餐后都会出门走访邻居，
笑脸相迎，首次见面皆要互道“恭喜”。就拿春节的习俗来
说吧，对于这方面，我可称得上是“万事通”呀!

到了正月初九，也就是“天诞日”，民间普遍都要“ 敬天公
”，放爆竹、点上一对红烛灯。祈求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在大厅的天井口用两条长凳架起一块八仙桌，桌
上靠后摆上一道纸糊的高大“天公庙”，桌前摆上三牲，隆
重的主牲是大猪头，其次是五斤大猪脚，边牲是鸡、鱼、或
鱿鱼干、目鱼干，这三项组成三牲，放在一个大盘子里。以
及酒瓶、酒杯。

这些都得在当天的清晨摆好。长辈领着全家大小，跪在桌前
叩谢玉皇大帝保庇平安顺舒的浩大天恩。与此同时，也向玉
皇大帝有所祈请，并许愿日后隆重酬谢。 正月十五，元宵节，



在这一天，大家都要吃“元宵丸”。泉州的元宵丸闻名遐迩，
其制法与其他地区与众不同。以炒熟的花生米磨成沫，加上
白糖、芝麻、蜜冬瓜、金桔泥……捏成丸陷，沾湿后置于有
干糯米的盘子里。

除此之外，我最兴奋，最期待的事情就是“闹花灯”了，这
个活动，把元宵节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每一个人都会去逛花
灯，整条街道上都挂满了花灯，还有许多的灯谜。这些可不
是一般的花灯，都是请泉州的灯匠精制。品种繁多，平时都
很少见。这也大大丰富了泉州人民的文娱生活。 这就是泉州
春节的风俗民情，每家每户都是红红火火地过年;都是开开心
心地迎接新年黎明的到来!

高中春节日记篇七

悠远的钟声，送走了一个难忘的昨天;红火的灯笼，宣告了一
个崭新的纪元。山，在萧条中把春光积淀;水，在冰封下把清
波潋滟;生机，就在这继往的凝练里提取;希望，就在这开来
的生发上焕然。新年走来了，步伐迈进大街小巷、田间地头，
和谐充满城市乡村，大江南北。合拍是我心中最大的愿望，
超越是我眼前惟一的财富!

新年开始了，我们用希望擦亮天空，天空上飘过朵朵云彩，
那是前进的旗帜挥舞的情景。我们用力量横扫大地，大地上
吹过清新之风，那是前进的步伐展现的热切情怀。

在新年，有一种起点叫呼唤，有一种征程叫热切，有一种速
度叫超越，有一种节奏叫豪迈。在中国，前进的步伐就是如
此铿锵和有力。

新年开始了，在步伐面前，我们拥有汗水和付出，拥有和谐
和雄壮，更拥有自豪和幸福!步伐属于统一的和谐。



新年，掌握在我们手上。因为，我们亲手翻开第一页台历，
把美好的祝福注进厚厚的新年，用一年的力量修饰崭新的起
点。新年，掌握在我们手上。因为，我们掌握着新年的动词：
憧憬、眺望、计划、倾听、等待和变化。我们倾听过去的风
雨，倾听新年的歌声，倾听自己的心跳，倾听和谐社会的步
伐，倾听汗水汹涌的浪潮，倾听捷报飞翔的声音。我们与这
些动词相伴。在第一年的门槛前，我们高高地昂起头来，一
同昂起的还有坚定的信心和不平凡的毅力。

我们眺望一年的美景，放牧一片又一片阳光。在第一时间，
用心喊出春天的问候，然后，拿起描入缘之笔绘心中的宏图。
捷报在等我们。我们和新年一起变化，迎接一年的捷报……
新年，我是你时光里的开拓者。一秒，也是我的跨越。祖国，
我是你血液里的跋涉者。一滴，也是我的超越。在中国，在
新年的吉祥如意里，每一个日子都很凝重，凝重得一心向着
一个叫做与时俱进的节奏。

新年，是亲情的高度凝炼，又是催生欲望的时辰。寄托的是
真情，期盼的是团圆。此时此刻，就连铁窗之中的囚徒，也
会萌生对大墙之外的家的深深挂念。在年关，许许多多人的
心中便有形形色色的欲望悄然升腾：有的期待时来运转，把
忧伤与苦痛抛弃;有的渴望开年大吉，将理想与希冀化为现
实;有的畅想宏福齐天，能有贵人保佑平安、万事顺遂。因而
久别的希望重逢，分离的希望团聚，贫穷的希望富有，卑微
的希望平等，痛苦的希望幸福，忧伤的希望和美，农人希望
丰收，工人希望上岗，穷人希望发财，我希望顺利考上重点
高中……人们似乎把所有人气与运气和机遇一古脑的托付给
春节。哪怕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人们也对春节充满无限
的眷恋。因而春节盛满了欲望，春节催生着欲望，人人梦想
乘着这不无吉祥的欲望之船抵达美满如意的彼岸。

虽然在xx年中不能燃放烟花爆竹，这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地
球母亲。但他并没有成为我们追寻新年不发中的绊脚石，我
们依然热热闹闹的过大年!



高中春节日记篇八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节是中国人最重
要的节日，一家人团坐一起吃年夜饭，也是除夕夜的“必选
曲目”. 如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了，穿新衣、戴新帽、吃好饭、放花炮的诱惑已经不能再吸
引谁了，过年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团圆、
喜庆、欢乐、幸福的符号。所以今年我家的年夜饭也来了个
与时俱进,您一定觉得很好奇吧,那就请您往下瞧.

今年,刚一放寒假,我和爸爸就为这次不一样的年夜饭忙活开
了.先是忙着找场地,又是忙着联络参加的人员,还编制了一份
详细的年夜饭活动计划书,我们还给这次的年夜饭起了个特别
的名字——除夕夜狂欢派对.这一切都搞定了,除夕夜狂欢派
对也正式开场了.我们的派对选在一家自助餐厅举行,只见,爸
爸大大方方地走到餐厅中间，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向大家
鞠了一躬，又用响亮的声音宣布道：“除夕夜狂欢派对现在
开始!”餐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接着爸爸清了清嗓子，继续
说道：“在这一年一度的除夕，我们全家举办这场派对，希
望大家好好表现,不要光顾着吃,每家是要表演节目的,表现最
牛的，有大奖。下面我们家先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歌曲
大联唱.”随着音乐的响起,爷爷先唱起了一首革命歌曲,接着
爸爸又唱了一首,妈妈和我的一曲小合唱将节目推向了高潮.
这边,我们家的节目刚结束,那边姑妈家的节目又粉墨登场了,
他们表演的是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姑夫那模样和神态，
像极了小沈阳，逗得我们哄堂大笑，姑妈演的女版赵本山也
是活灵活现,姐姐演的丫蛋那更是不用说,她们精彩的表演结
束后，把腰弯的像大虾似的连连鞠躬，还模仿港台歌星的派
头，给大家来了个飞吻，大家再次捧腹大笑，我更是笑得前
俯后仰.接着爸爸的好朋友家也来了一个节目——古灵精怪魔
术表演,表演的可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你们可别小看了她,
虽说她人小,可表演起来可是有模有样,她给我们表演了扑克
牌魔术、丝巾消失，我们都被她高超的表演吸引了，大家都



还没回过神来，过了好一会儿，全场爆发出了一阵经久不息
的掌声。不用说，今晚最牛表演者一定非她莫属。时间过的
真快，我们的狂欢派对在一阵又一阵的掌声、笑声中就要结
束了，我觉得我家的“除夕狂欢派对”真是太新鲜、太有趣
了。您觉得呢?真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像我家这样举办这么有
意思的、新鲜的、有趣儿的活动，在快乐中度过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