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
些(汇总16篇)

竞聘是一种展示个人职业素养和自我修养的机会，只有进行
竞争，才能真正展现出个人在职场上的能力和品质。竞聘中
如何处理困难和挑战？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竞聘成功经
验和案例，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一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5个节气，更是干支历辰月的起
始;时间点在农历每年三月初一前后(公历4月4-6日)，太阳到
达黄经15°时。又名“三月节”或“踏青节”。

《历书》：“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
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温上升，中国南部雾气少，北部风沙消
失，空气通透性好)，因此得名。”

清明节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史，有啥习俗呢？

节日起源：介子推的传说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
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

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
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
了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
肉是介子推自己腿割下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即位后
文公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
多人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



些争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同老母亲悄悄地到绵山隐
居去了。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
然而介子推已离家去了绵山。

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谈何容易，有人献计，
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
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
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

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割肉奉君尽丹
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
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
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
清明节。

节日发展：节气与节日融合清明节的名称与此时天气物侯的
特点有关。

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
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即清爽明净之风。

《岁时百问》则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
清明。”虽然作为节日的清明在唐朝才形成，但作为时序标
志的清明节气早已被古人所认识，汉代已有了明确的记载。

到了清明，气温变暖，降雨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
所以清明对于古代农业生产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节气。

农谚说“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正是说的这个道理。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清明节，命蚕妾，治蚕



室……”说的是这时开始准备养蚕。

其中的“清明节”还只是一个节气，不是节日。

清明由节气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

寒食节期间的习俗，主要有禁火冷食和祭扫坟墓。

中国古人对祭祀祖先十分重视。

上古时候，家中有人去世时，只挖墓坑安葬，不筑坟丘标志，
祭祀主要在宗庙进行。后来在挖墓坑时还筑起坟丘，将祭祖
安排在墓地，便有了物质上的依托。

战国时期，墓祭之风逐渐浓厚起来。

秦汉时代，祭扫坟墓的风气更盛。

据《汉书》记载，大臣严延年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定期还乡
祭扫墓地。

在唐代，不论士人还是平民，都将寒食节扫墓视为返本追宗
的仪节，由于清明距寒食节很近，人们还常常将扫墓延至清
明。

诗人们的作品，也往往是寒食、清明并提，朝廷鉴于民间寒
食、清明并举已相沿成习，就以官方文书的形式正式规定，
清明到来时，可以与寒食节一起放假。

宋元时期，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
寒食节的地位。

这不仅表上坟扫墓等仪式多在清明举行，就连寒食节原有的
风俗活动如冷食、蹴鞠、荡秋千等，也都被清明节收归所有
了。



约从唐代开始，清明节吸收了另外一个较早出现的节日——
上巳节的内容。

上巳节古时在农历三月初三日举行，主要风俗是踏青、祓
禊(临河洗浴，以祈福消灾)，反映了人们经过一个沉闷的冬
天后急需精神调整的心理需要。

由于清明上坟都要到郊外去，在哀悼祖先之余，顺便在明媚
的春光里骋足青青原野，也算是节哀自重转换心情的一种调
剂方式。因此，清明节也被人们称作踏青节。

秉性贪玩的孩童，常常不满足于踏青游乐仅仅在清明举行一
次，诚如唐代大诗人王维诗句“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
兼上巳”。融汇了两个古老节日精华的清明节，终于在宋元
时期形成一个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风俗与上巳踏青等
活动相融合的传统节日。

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制，清明节仍然坚持并发展着其在春季
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大节的地位。

民国时期，清明节这天，除了原有的扫墓、踏青等习俗，植
树也被确定为常规项目。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二

1、清明节到了，祝你上班遇到开心鬼，下班撞上发财鬼，旅
游碰上平安鬼，事业伴上好运鬼，一生都是幸福的小鬼，清
明节，祝你这个小鬼，永远快乐！

2、让哀愁，在鲜花的清香中，飘散；让追求，在舒爽的清风
中，拓展；让思念，在清明的问候中，祝愿；朋友，祝你清
明节万事顺安，吉祥常伴，快乐绵绵，美好天天！

3、每瓣心香，都是一瓣沧桑；每滴细雨，都是一滴回忆；每



份祭奠，都是一份思念；每声呢喃，都是一声轻叹；每一次
清明，都是一次牵挂的远行。焚香祈福，踏青祭祖，把无尽
的思念送往天际，将安息的灵魂真诚慰藉。在祭奠中感悟人
生，珍惜身边人，把握眼前的岁月。

4、清明节到，亲情看清，让爱永存；名利看清，让心平和；
健康看清，身体无恙；朋友看清，患难与共；人生看清，快
乐永驻；明天看清，生活充实，潇洒地过！清明节快乐！

5、清明节。天歌狂飚：清明时节白花幡，风摇香飘天堂间；
清明最是飞雨时，哀思悲情泪雨试；清明天歌为飚狂，一曲
安魂飞天上。

6、飘飘洒洒的是细雨，纷纷扬扬的是纸钱，蓊蓊郁郁的是松
柏，绵绵密密的是哀伤，袅袅娜娜的是青烟，真真切切的是
祈愿，只愿天堂有好梦，人间欢畅沐春风。

7、一生很长，长到你想不出要多么勇敢才能承受所有的挫折
与煎熬；一生很短，短到你想不出要怎么珍惜才能不负所有
的关爱与祝福。但，一生再长，也终将老去；一生再短，此
刻尚还鲜活。清明将至，懂得珍惜，把关爱和祝福送给我关
心的朋友，愿心情静好，快乐微笑。

8、情深雨蒙清明节，手捧鲜花在墓前。往事历历情无限，亲
人话语在耳畔。可恨苍天不长眼，害人离分泪涟涟。但愿天
国快乐伴，祈祷家人都平安！

9、一生很长，长到你想不出要多勇敢才能承受所有的`挫折
与煎熬；一生很短，短到你想不出要怎么珍惜才能不负所有
的关爱与祝福。但，一生再长，也终将老去；一生再短，此
刻尚还鲜活。清明到，懂得珍惜，把关爱和祝福送给我关心
的朋友，愿一切安好！

10、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



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
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

11、郊外细雨在飘荡，清明最是断人肠。泪珠万颗挂脸庞，
情深似海湿衣裳。松柏挺立墓碑旁，思念重重满心房。涕泗
横流意难忘，孝敬亲人放心上。

12、清明祭拜来扫墓，悲情涌上泪无数，鲜花表达怀念苦，
酒洒热土情如故，纸钱纷纷黑蝶舞，天上人间都祝福。愿天
堂的亲人安心，愿身边的亲朋幸福。

13、清明节将至，祭祖人一直，门前画个圈，纸钱香火焚。
酒洒天地间，抛供敬亡灵，祈祷天地祥，安康幸福盈。愿天
下逆子皆幸福安康！

14、清明了，不知道在那边的你是否会感到孤独？不知道那
边会不会也一样有寒冷的冬天？但我相信，只要是好人，在
哪里都会把欢乐带给大家，愿天堂的你快乐。

15、风凉雨绵绵，清明哀连连。青烟到天边，涕泪泣墓前。
焚香寄思念，一片情漫漫。悲伤不能言，心中车轮转。只愿
永平安，生者福无限。祝清明安康！

16、但凡有人想起清明，总会记起一句诗："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正是
它，带着人们的哀思，在一人又一人的心中吟唱！清明节，
是我们中华民族祭祀前辈，缅怀先烈的传统日子，也是悼念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人民的幸福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17、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
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所以
亲爱的闲暇时间出来转转吧。

18、清明小长假，给你惊喜无限：让你的烦恼遍寻不见，让



你的快乐伸手可及；让你的困苦眨眼消散，让你的幸福难以
淹没。清明小长假，想不开心，很难！与轻松；幸运的阳光
将你照耀，你的每一天都那样美好。

19、过多的安慰无法拂去你的泪水，过多的短信也不能抚平
你受伤的心扉。我只想轻轻地对你说：清明节到了！远方的
我永远在你身边祝福你支持你。

20、清明时节细雨飞，往事已然难追回，菊花满地成伤景，
满目苍然两泪涟，故人离去亲人痛，墓前思哀缅怀情，但愿
人间多温暖，忠孝礼仪代代传。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三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
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
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
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明时节天转暖，柳絮纷飞花争妍。

降水较前有增加，一般年份仍干旱，

有的年份连阴雨，寒潮侵袭倒春寒。

地温稳定十三度，抓紧时机播春棉，

看天看地把种下，掌握有急又有缓，

棉花播下锄梦花，提温保墒效果显。

涝洼地里种高粱，不怕后期遭水淹。



瓜菜分期来下种，水稻育秧抢时间。

麦苗追浇紧划锄，查治病虫严把关。

继续造林把苗育，管好果树和桑园，

栽种枣槐还不晚，果树治虫喂桑蚕。

牲畜配种抓火候，畜禽防疫要普遍，

大力提倡种牧草，种植结构变“三元”。

鲤鲫亲鱼强育肥，适时栽种苇藕芡，

捕捞大虾好时机，昼夜不离打鱼船。

家鼠田鼠一齐灭，保苗保粮疾病减。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四

中国清明节传入越南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迁,受
地理环境、气候特色、风俗习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越
南清明节传说、节日时间、节日习俗活动、食俗等与中国清
明节具有明显差异。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的清明节手抄报内
容图片,希望大家喜欢!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1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2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3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4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5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6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7

清明节手抄报内容8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五

草萋萋，雨绵绵，清明含泪祭奠；行缓缓，路漫漫，凝眸缭
绕清烟；忆深深，思拳拳，难忘故人容颜；以下是小编整理
的关于清明节手抄报资料，欢迎参考阅读！

1、祖祖辈辈托的是梦，儿孙们不要牵挂，你们安康就好;爷
爷奶奶留的是话，儿女们不要担心，你们顺利就好;清明时节
牵的是心，远方朋友不要忧虑，快乐就好。

2、清明坠入黑暗，在每年此时的梦里，散落成遥远广场上一
地破碎的玻璃瓶。在无处落脚的恐怖中，等待下一个清明，
等待着跪拜的虔诚的哀思和惆怅。

3、清明时节，为什么是在暮春里。那是苍天故意的安排，清
明是春的世界，是异草的百花齐放，清明是那片被晨曦燃亮
了的天空，被清脆的鸟语引向高远的湛蓝。

4、人间四月芳菲日，清明爽朗一片天，踏青赏花多自在，自
在娇莺洽洽啼。飞燕杨柳弄碧柔，快乐从脚笑到头。清明时
节不飞雨，幸福健康送给你!

5、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更懂得爱和珍惜。所以，我们活着



的人，都要好好善待和把握与人相处的日子，让生命不再留
下遗憾!

7、花木芳香，草长莺飞，怎奈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使得清明二字在文字深处更增添了几分烟雨迷蒙
的感觉。

8、鹃声凄切、蛙声凄厉，清明时节，雨纷纷、泪也纷纷。

9、清明的微风，携带无限的哀思吹过你长眠的山谷;清明的
细雨，饱含深情的缅怀润泽你脚下的土壤;清明的鲜花，承载
无声的祭奠，祈愿你在天国安心长眠!

10、一年一年的清明，一年一年的牵挂，一次一次的想念，
一分一秒的记忆。不会忘记，也不会离去，为了身边的，离
去的'，好好努力，好好珍惜。

11、爷爷走了，再思念和等待中，我一天天长大了。也终于
明白，燕子能再飞回来，杨柳有再青之时爷爷却再也回不来
了，陪我度过的是常常的思念和一年一度的清明时节。

12、所以从今年起，国家顺从民意把我们古老悠久的清明时
节法定为休息日，就好象我们过春节和过国庆节一样，大家
得以聚会欢乐，这实在是我们文明社会的一大进步。

13、清明时节祭先人，传人情寄哀思，莫铺张不迷信，承遗
志传后人，祖先慰笑九泉

14、媚清明时节，黄鹂鸣切切，明媚清明时节，心儿可歇歇，
明媚清明时节，花儿更娇艳，明媚清明时节，柳条更旖旎。
明媚清明时节，踏青好季节!让我们一起踏青吧!

16、今天，我们的社会终于承认了古人的做法。清明不仅是
缅怀和思念先人的日子，又是一个把怀念和追悼亲人的时刻



化作祥和团聚欢乐的节日。

17、如果按照旧的清明习俗，在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
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坟前，再将纸钱
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的新枝插在枝上，然后叩
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18、在亲人墓前植树，用一束鲜花寄哀思，缅怀亲人对自己
的赋育之恩，教育后代要继承先人的优良家风……要达
到“祭我相思千点泪”的致哀追思。

19、一条短信，有如此多的思念，只因它承载了浓浓的祝福。
一个假期，有如此的难遇，只因它承载久久的故事。一个好
友，有如此的牵挂，只因它是世上的唯一。

20、带着一丝缅怀的思绪，带着一份难忘的情怀，带着一份
真挚的情感，在清明这一天，释放365天的思念，传送穿越时
空的牵念，你的幸福安康是我最大心愿!

21、清明将至，心又开始隐隐作痛，这种痛不曾消失过。只
是在无人的时候，更显得真切。

23、清明时节，杨柳依依，思念故人，笑对明天。

1、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

2、寒食撒花，谷雨种瓜。

3、大风不过晌，过晌刮得狂。

4、春雷日日阴，半晴半雨到清明。

5、交春落雨到清明，清明落雨无日晴。

6、清明种瓜，立夏开花。



7、高粱早播秸秆硬，谷子早播多发病。

8、棉花播下锄梦花，提温保墒效果显。

9、清明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黍。

10、清明雨渐增，天天好刮风。

11、施上尿素两三天，才能开始把水灌。

12、清明风若从南起，预报田禾大有收。

13、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

14、北风吹过头，南风来报仇。

15、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

16、清明到，麦苗喝足又吃饱。

17、清明要晴，谷雨要雨。

18、清明宜晴，谷雨宜雨。

19、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

20、清明蒜不在家，数伏蒜不在地。

21、夜间星稀，明天风起。

22、清明湿了乌鸦毛，今年麦子水里捞。

23、清明前后一场雨，好似秀才中了举。

24、风小无云天晴朗，明天早晨要出霜。



25、清明刮动土，要刮四十五。

26、今夜星繁又明亮，明天风小好太阳。

27、春雨落清明，明年好年景。

28、清明前后怕晚霜，天晴无风要提防。

29、清明前后，安瓜点豆。

30、地温稳定十三度，抓紧时机播春棉。

31、水涨清明节，洪水涨一年。

32、清明时节天转暖，柳絮纷飞花争妍。

33、清明北风十天寒，春霜结束在眼前。

34、看天看地把种下，掌握有急又有缓。

35、清明前后雨纷纷，麦子一定好收成。

36、栽种枣槐还不晚，果树治虫喂桑蚕。

37、继续造林把苗育，管好果树和桑园。

38、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39、降水较前有增加，一般年份仍干旱。

40、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

41、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

42、清明响雷头个梅。



43、清明前后，点瓜种豆。

44、尿素追下三四天，再行浇水也不晚。

45、清明有霜梅雨少。

46、清明宜晴，谷雨宜雨。

47、鲤鲫亲鱼强育肥，适时栽种苇藕芡。

48、看天看地把种下，掌握有急又有缓。

49、清明前后，安瓜点豆。

50、清明晴鱼上高坪，清明雨鱼埤下死。

51、清明到，麦苗喝足又吃饱。

52、瓜菜分期来下种，水稻育秧抢时间。

53、清明刮动土，泌尿科厉害。

54、家鼠田鼠一齐灭，保苗保粮疾病减。

55、清明前后一场雨，强如秀才中了举。

随着祖国不断的进步和发展，清明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我永远忘不了每次的清明“劫”：一只脚踏入陵园，那刺鼻
的滚滚浓烟就不断向我涌过来，将我团团包围，势不可挡。
当我还在迷茫地徘徊在迷雾里的时候，忽然耳边响起一串爆
鸣，真是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好不容易才从那恐怖的迷雾中
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挣脱出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又响起
了，滚滚浓烟又再度上演。这还没完。空气中时不时涌来那
香烛的烟，来攻击我的眼睛，使我眼泪哗啦啦往下流，滋味



可不好受。

我看看家人，可谓是十分狼狈：浑身烟尘，两眼被熏得通
红…… 我叹了口气，真是清明“劫’啊!

我深吸一口气，捂着鼻子，忐忑不安走进陵园。走了许久，
发现原来空气中那可怖的烟并没有将我团团包围。我放下捂
着鼻子的手，一吸气，刺鼻的气息没了，清新无比的空气涌
入鼻腔。我仔细地听，发现周围并没有鞭炮那震耳欲聋的响
声，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再看，来扫墓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但人们都遵守规矩，文明祭扫，一点儿也不混乱。

上香的时候，我发现讨厌的香烛变成香气弥漫的花朵。环顾
四周，一束束绽放的鲜花插在花瓶中，使周围的空气清新了
许多……“多文明的祭扫，真好!”我不禁赞叹道。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唐）贾岛



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

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

杜草开三径，文章忆二贤。

几时能命驾，对酒落花前。

（宋）陈与义

街头女儿双髻鸦，随蜂趁蝶学夭邪。

东风也作清明节，开遍来禽一树花。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六

清明节禁忌：1、孕妇避免扫墓

通常来说孕妇最好避免清明的扫墓活动，从别的方面来说，
清明时节是非常拥挤的，为了胎儿的安全，并不建议孕妇去
参加，还有扫墓的周边环境大多都是炮灰味不利孕妇的健康。
严格来说女性有例假，也要避免此类活动。

清明节禁忌：2、忌穿鲜艳色彩衣服

清明节是不能穿的大红大紫去上坟的，这样是对祖先及先人
的不敬，相信大家也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去参加此类活动的。
不过总有人会疏忽大意，在佩戴首饰不经意使用了红色。内
衣及贴身衣物都不可穿戴有关红色的，除了本命年以外。

清明节禁忌：3、外人不要参与他人的扫墓

清明的时候作为外人的身份去参与扫墓是比较忌讳的，容易
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毕竟不是一家人。

清明节禁忌：4、不可在墓地照相

大家扫墓的目都是为了祭祀祖宗，而不是去嘻哈玩乐的`，大
家扫墓的时候，最好心怀敬意，专心谨慎，千万不要在墓地



合影，甚至随意的照相。

清明节禁忌：5、修整墓地

清明节禁忌：6、身体不佳避免扫墓

一个身体正处于生病状态，或是虚弱状态的，或者最近运气
不佳，诸事不顺的人最好不要去参加扫墓活动，因为此类人
正处于总体运势低迷的状态，极易招致晦气。

清明节禁忌：7、改日祭祖

尽量避免双休日或其他扫墓高峰时段，盖因如今市民私家车
增多，高峰祭扫，会因交通拥堵为出行带来麻烦，可选择乘
坐各类公共交通工具，或将扫墓时间拉长(早出晚归)或错开
重点时段，以缓解人多车多给道路交通带来的压力。

清明节禁忌：8、发不遮额忌买鞋

事实上，清明节也算是鬼节，当然在发型上是需要注意的，
尤其头发不能遮住额头，同时鞋子也不要在当天购买，因为
鞋同邪，有点常识的朋友大多不会在这天购买鞋子的，以免
不吉利。

清明节禁忌：9、清明节扫墓时间

扫墓时间最好选在阳气比较旺的时候，即上午9时后到下午时
前最好，在下午三点前完成清明拜山活动，在清明节前后五
天，和清明节当天都可以，但寒食节这天不能扫墓，寒食节
即清明节的头一天。

1.蹴鞠：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
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
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2.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
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
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 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3.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
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
好时光。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4.扫墓：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
来已久。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
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
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
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之际，清
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清通礼》云：
“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
芟剪草木之 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并相传
至今。

5.荡秋千：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
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
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
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
增进 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
所喜爱。

6.植树：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
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中国植树
节。这对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七

1、扫墓祭祖的习俗

中国历，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
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
俗传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云：乌啼鹊噪
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
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重泉哭不闻，
萧萧暮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也曾于一诗中描写道：南
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
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到了今
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
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
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2、踏青的习俗

清明之时，正值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趁便，扫墓之余亦一
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
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也有的人特意于清明节期间到大
自然去欣赏和领略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郊外远足，一抒在
严冬以来的郁结心胸，这种踏青也叫 春游，古代叫探春、寻
春。其含义，就是脚踏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

清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
内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
的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
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3、插柳的习俗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时间，民间有折柳、戴柳、插柳的
习俗。人们踏青时顺手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玩，也



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谚语
有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的说法，
说明清明折柳在旧时是很普遍的习俗。据说柳枝具有辟邪的
功用，那么插柳戴柳不仅是时尚的装饰，而且有祈福辟邪之
效了。清明插柳也可能跟过去寒食节以柳枝乞取新火的的习
俗有关。今天看来，随意折取柳枝是对树木的一种损害，是
不宜提倡的。

清明节插柳植树的风习，据说是纪念发明各种农业生产工具
并曾尝百草的神农氏；另一说是介子推死时所抱的柳树后来
复活，晋文公赐名为清明柳，并折柳成圈戴在头上，此习俗
后传入民间。虽然有着不同的典故源流，但这些风俗仍不离
人们对春回大地的喜悦。

4、清明游乐的习俗

清明节除了上述扫墓祭祖、踏青插柳的习俗之外，还有大量
纯属游乐的风习，千百年来，倍受人们的喜爱，如延续至今
的`牵钩、放风筝和荡秋千等，也还有曾盛行一时，惟今已不
复见的射柳和蹴鞠。

5、牵钩的习俗

牵钩是古称，其实就是现代的拔河运动。据说春秋时，楚国
为了进攻吴国，以牵钩这种运动来增强人民的体质。它主要
是以一根麻绳，两头分为许多小绳，比赛时，以一面大旗为
界，一声令下，双方各自用力拉绳，鼓乐齐鸣，双方助威吶
喊，热闹非常。

6、放风筝的习俗

放风筝是清明节人们最喜爱的活动之一。古人相信若某人生
病可将其病况写或画于扎制的风筝上，用线系着风筝在空中
放飞，让它飞至高空就拉线剪断，疾病灾难便会随着风筝一



起飞走。后来，风筝亦逐渐发展成广为流行的郊游娱乐活动。

7、荡秋千的习俗

秋千最早叫千秋，相传秋千为春秋时齐桓公从北方民族山戎
所传入，汉以后成为清明及其它如端午节、寒食节等节日的
民间游戏。秋千最初是用一根绳子，以手抓绳而荡，后发展
成于木架上悬挂两绳，下拴横板而成。

8、射柳的习俗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9、蹴鞠的习俗

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户外活动，像踏青、郊
游、荡秋千等等，在祭奠追思的感伤之余，还融合了欢乐赏
春的气氛。在这些活动中，蹴鞠就是一项十分有趣的活动。
蹴鞠，就是现在足球的前身，球皮是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
塞紧。相传蹴鞠早于商代已有，战国时期流入民间，至汉代
更成了军中用以练身习武，并列于兵书。

近年来，在蹴鞠的发源地山东淄博又兴起蹴鞠热，许多市民
参与其中，既锻炼了身体，又传承了两千多年的民俗。

10、斗鸡的习俗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11、蚕花会的习俗



蚕花会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
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
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称，每年蚕花会人山人海，
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打拳、龙
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本篇文章来自资料管理
下载。这些活动有的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
具水乡特色。近几年乌镇香市活动中的蚕花会，仅有迎蚕神、
踏白船、翘高竿等几个项目，大有潜力可挖。

12、拔河的习俗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秋后期，开始
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清明时举行大
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俗的一部分。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八

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清明是我国农历24个节气的第5个节
气。为什么又是节日呢？这要追溯到古代的“寒食节”。寒
食节是每年冬至后的第105天，恰在清明的前一天，旧时民间
每逢寒食节，家家户户不举火煮饭，只吃冷食。第二天是清
明，人们上坟烧纸，修墓添土，以表示对亡者的怀念。这些
风俗是春秋时流传下来的。

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晋献公的儿子重耳为躲避后母骊姬的
迫害，由介子推等大臣陪同逃亡国外，他们逃到卫国时吃不
上饭，又贫病交加，在绝望之时，介子推忍痛割下自己腿上
的肉，谎说是野兔肉煮给重耳吃。后来有人告诉了实情，重
耳才知道。19年后，重耳重又回国，做了晋国的国君即晋文
公。他论功行赏，大封功臣，却惟独忘了对他忠贞不二的介
子推。

待人提醒，重耳想起旧事，派人去请时，介子推避而不见。



晋文公亲自登门去请，方知介子推已背了老母亲躲进了绵山，
于是派人上山搜寻也未找到。晋文公知道介子推很孝顺，要
是纵火烧山，他准会背着老母亲跑下山来。可是，大火烧了
三天三夜，介子推母子俩也没出来，后来在一株枯柳旁发现
介子推母子已被大火烧死了，介子推的脊梁堵着大柳树树洞，
洞内藏着他留下的一块衣襟，上面用鲜血写着一首诗：“割
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
君做谏臣。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亡时常自省。臣在九泉心
无愧，勤致清明复清明。”晋文公看后十分感动，放声痛哭，
将他母子二人安葬在绵山，改绵山为介山，并建庙纪念。为
了铭记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介子推被烧死的那天定为“寒
食节”，每年这一天严禁烟火，只吃冷食。第三年寒食节，
晋文公率群臣到介山祭祀介子推，发现那株枯柳死而复活，
便给那株柳树赐名“清明柳”，规定从寒食到清明，人们都
要祭奠介子推。

以后渐将寒食节与清明相混淆，将寒食扫墓混为清明扫墓，
清明逐渐代替了寒食节。

秋千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之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打马球，也是
端午之戏之一。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之典。清代
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球才消失了。



近年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使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
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踏青

又叫 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
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
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中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蚕花会

“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期间，
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其中以洲
泉的马鸣庙和青石的双庙诸的蚕花会最为精彩隆重。马鸣庙
位于洲泉镇西，在当地有“庙中之王”之称，每年蚕花会人
山人海，活动频繁，有迎蚕神、摇快船、闹台阁、拜香凳、
打拳、龙灯、翘高竿、唱戏文等十多项活动。这些活动有的
在岸上进行，绝大多数在船上进行，极具水乡特色。

射柳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九

十一国庆节快到了，你还在为国庆节手抄报怎么写而苦恼吗?
在这里特别为你提供丰富的国庆节手抄报内容,国庆节手抄报
图片，国庆节手抄报资料等精彩内容!让你不再为制作手抄报
烦恼!

国庆节手抄报内容素材

国庆节手抄报内容：国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
文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 国家喜庆的大事，
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等。
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将国家
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 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
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
人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
安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
典，而不是开国大典。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
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 10月1日之前一
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
“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这天，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
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
欢庆的节日了。



国庆手抄报内容：国庆大典的解释

国庆大典是为庆祝国庆而举行的大型活，主要形式就是大阅
兵。

国庆大阅兵是展现一个国家武装力量建设成就，树立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一般而言，国庆大阅兵包括两部
分，一是阅兵式，即阅兵者从受阅部队队列前通过，进行检
阅;二是分列式，即受阅部队列队从检阅台前通过，接受阅兵
者的检阅。

国庆手抄报内容：国庆大典庆祝形式的变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庆的庆祝形式曾几
经变化。 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阅兵，受阅部队以海军两大排
为前导;接着是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共一万六
千四百人，由东向西行进。空军十七架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
行受阅，其中有四架是携弹飞行。

一xx零年第二次国庆大阅兵，朱德总司令在阅兵式上发布命
令，就朝鲜战争爆发、台湾的局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做好战
斗准备。此次阅兵最壮观的景象是骑兵部队的一千九百匹白
马以六路纵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一xx一年第三次国庆阅兵，受阅部队最前列的方队是正在军
事学院受训的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本次阅兵还
首次出现民兵大队。

一xx二年第四次国庆阅兵，公安部队首次参阅。本次阅兵民
兵大队的成员来自汉族和多个少数民族，他们穿着五颜六色
的民族服装，手里拿着新式的武器。还有乘坐一百六十辆摩
托车的摩托化步兵方阵。

一xx三年第五次国庆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出现在天



安门观礼台上。火箭炮兵方队第一次出现在受阅队伍中。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前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
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
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
星红旗。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
庆祝游-行。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开创了中国
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
体会议决定每年的10月1日为中国的国庆节。

国庆节的来历

国庆”一词，本指国家喜庆之事，最早见于西晋。西晋的文
学家陆机在《五等诸侯论》一文中就曾有“国庆独飨其利，
主忧莫与其害”的记载、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喜庆的大事，
莫大过于帝王的登基、诞辰（清朝称皇帝的生日为万岁节）
等。因而我国古代把皇帝即位、诞辰称为“国庆”。今天称
国家建立的纪念日为国庆。

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当时也不叫“开
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是1949年9月21日。
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毛泽东在政协第
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
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毛
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
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以这一



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从此，每年的10月1
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中国国庆节的来历

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
赴后继,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在首都
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开国大典,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毛泽东
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聚集天安门广场的三十万军民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和庆祝游-行.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
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象征着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四颗小五角星环绕一颗大
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齿轮
和麦稻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天安门则体现
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民族精神，同时也是首都北京的象
征。因为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新中国举行
开国大典、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国徽在颜色上用正
红色和金黄色互为衬托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吉寿喜
庆的民族色彩和传统，既庄严又富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br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国庆节诗歌

沁园春国庆



万里晴空，壮丽山河，赤旗飘扬。

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地流芳。 社会稳定，
人民幸福，改革开放谱新章。 新中国，如世界巨龙，屹立东
方。

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难，长夜茫茫。 枪林弹雨，
出生入死，换得新生红太阳。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
长。

祖国啊，我为你自豪!

当巍峨的华表，

让挺拔的身躯披上曙光，

当雄伟的天安门，

让风云迎来东升的太阳。

历史的耳畔，

传来了礼炮的隆隆回响，

那排山倒海般的回响，

是中国沧桑巨变的回响。

一位巨人俯瞰着世界，

洪亮的声音，

全世界都听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那胜利的旗帜，

在朗朗的空中迎风飘扬，

人民扬起了头颅，

全世界都看到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黄色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写给祖国母亲的歌



金秋的风

送袅袅暗香而来

霜中的菊

献片片芳菲一季

吻夕阳余辉

爱溢出温柔的眼眸

望四野安详

激情飞上诗句

听黄河汩汩

载无数苦难历史

观河沙沉沉

积淀多少回忆

满目疮痍

是你旧时的容颜

儿时的艰辛

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风霜雪雨

半个世纪的搏击 渊远流长

五千年文明的足迹 历史的长河



翻滚着昔日英勇的浪涛 时光的琴弦

弹唱着今日辉煌的旋律

国庆节的来历

1949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这里应该说明一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其实，人
们头脑中的这一印象并不准确。因为，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
门广场举行的典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
而不是开国大典。

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成立，早在当年10月1日之前一个星期就已经宣布过了。
当时也不叫“开国大典”，而是称作“开国盛典”。时间
是1949年9月21日。这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
任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所致的开幕词中就已经宣告了
新中国的诞生。那么10月1日的国庆又是怎么回事呢?在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
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决定把10月1日定
为国庆日。”毛泽东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
政府决定。”1949年10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规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日，并
以这一天作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从此，每年的10月1日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隆重欢庆的节日了。
国庆节节日意义

1、国家象征

国庆纪念日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特征，是伴随着近代民族
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并且变得尤为重要。它成为一个独立



国家的标志，反映这个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2、功能体现

国庆这种特殊纪念方式一旦成为新的、全民性的节日形式，
便承载了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的功能。同时国庆日
上的大规模庆典活动，也是政府动员与号召力的具体体现。

3、基本特征

显示力量、增强国民信心，体现凝聚力，发挥号召力，即为
国庆庆典的三个基本特征

诗歌：《国庆颂》

祖国，

你走过了不平凡的64年，

像一个婴儿长成了壮年，

今日您正充满活力,散发着蓬勃的朝气，

您有过磨难,也有过欢笑.

历经了崎岖坎坷，明天将更加美好。

55年来，

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的人民日益富强。



您的国力日益强大。

你凝聚了天下炎黄子孙的心啊！ 您赢得了世界尊重的目光.
现在您正意气奋发，

走进了新的世纪,

今天，在这欢庆的节日里， 我从心底里向您说一声， 祖国，
您好！

国庆节手抄报诗歌资料：【沁园春·国庆】

万里晴空，壮丽山河，赤旗飘扬。

看九州岛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唱，遍地流芳。

社会稳定，人民幸福，改革开放谱新章。

新中国，如世界巨龙，屹立东方。

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难，长夜茫茫。

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换得新生红太阳。

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长。

诗歌资料：【写给祖国母亲的歌】

金秋的风 满目疮痍

送袅袅暗香而来 是你旧时的容颜

霜中的菊 儿时的艰辛

献片片芳菲一季 留下了不灭的烙印



吻夕阳余辉 风霜雪雨

爱溢出温柔的眼眸 半个世纪的搏击

望四野安详 渊远流长

激情飞上诗句 五千年文明的足迹

听黄河汩汩 历史的长河

载无数苦难历史 翻滚着昔日英勇的浪涛

观河沙沉沉 时光的琴弦

积淀多少回忆 弹唱着今日辉煌的旋律

各国国庆节由来

中国共产党—一个响亮而又伟大的名字。为了人民的革命事
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了共和国的诞生,筑起了道道血肉
长城,誓死保卫国家;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惮精竭虑,鞠躬尽
瘁。

无数事实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
产党才能发展中国。正如歌中所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共产党她辛劳为人民，共产党她一心救中
国。”

壮大吧,中国共产党!用你坚实的臂膀扛起中华民族复兴的重
任.奋斗吧,中国共产党,用你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建设起新世纪
的殿堂,这是亿万华夏儿女的心愿。

我爱你，中国共产党!

党在我心中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
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
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国庆节的由来：

10月1日是我国的国庆节，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国庆节呢？因
为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变。1949
年9月的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节。

国庆节纪念活动：

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的纪念日。1949年10月1日，这个日子在
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十分重要的。1949年的10月1日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军民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大典。后来，当50年、60、70年国庆纪念日时，我国举行了
盛大的阅兵仪式，其规模之大震惊了全世界。

国庆节诗歌:

我古老而年轻的祖国啊，

我是你广袤大地上一棵稚嫩的幼苗，

摇曳在你温暖呵护的怀抱，

我是你无垠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小鸟，

鸣唱在你春风和煦的心头，

我的血管里，



涌动着黄河的波浪， 我的心灵里，

开放着文明的鲜花， 我心中的理想，

正展现在祖国蔚蓝的天空里。 世界的东方，

有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家， 茫茫大海，

是她广阔的胸怀，

巍巍长城，

是她坚强的脊梁，

滔滔黄河，

是她奔腾的血液，

青藏高原，

是她刚硬的臂膀…… 她——

就是我的祖国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

节令是风俗的产物,风俗则是一个民族原始心理的折光。所以
探求清明节的原初意义,必须追根溯源,还原它的本来面目。
清明节实际上是由中国古代的一个大型春祈仪式演化而来。
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的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图片,希望大家
喜欢!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1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2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3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4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5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6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7

清明节的手抄报的资料8

图片来源于网络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一

1、《清明》（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寒食》（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3、《清明夜》（唐）白居易



好风胧月清明夜，碧砌红轩刺史家。

独绕回廊行复歇，遥听弦管暗看花。

4、《清明后登城眺望》（唐）刘长卿

风景清明后，云山睥睨前。

百花如旧日，万井出新烟。

草色无空地，江流合远天。

长安在何处，遥指夕阳边。

5、《清明即事》（唐）孟浩然

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

车声上路合，柳色东城翠。

花落草齐生，莺飞蝶双戏。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

6、《清明》（唐）孙昌胤

清明暮春里，怅望北山陲。

燧火开新焰，桐花发故枝。

沈冥惭岁物，欢宴阻朋知。

不及林间鸟，迁乔并羽仪。

7、《临安春雨初霁》（宋）陆游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8、《苏堤清明即事》（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9、《清江引·春思》（元）张可久

黄莺乱啼门外柳，雨细清明后。

能消几日春，又是相思瘦。

梨花小窗人病酒。

10、《长安清明》（唐）韦庄

蚤是伤春梦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

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

紫陌乱嘶红叱拨，绿杨高映画秋千。

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二

1、你的一笑，狼都上吊；你的一站，臭味弥漫；你的一喊，



鸡飞狗跳；你一出汗，虱子灾难；你不打扮，比鬼难看；你
一打扮，鬼吓瘫痪！献给清明节的主角！

2、清明节了，只言片语伴随你，愿你照顾好自己，关心亲人
和好友，祝你节日快乐！

3、清明小长假到，快乐紧紧来拥抱：与烦恼说说再见，送忙
碌一个吻别，让微笑点点蔓延，让轻松悄悄渗入，让健康无
处可逃。清明小长假，祝你健康快乐！

4、雨幕茫茫天苍苍，清明时节心惆怅。郊外凉风断人肠，菊
花盛开满地伤。扫墓祭祖泪满裳，诚心悼念来焚香。烟雾缭
绕上天堂，保佑逝者永安康。

5、清明节雨纷纷，行人急匆匆，四月的芳菲天，美景尽收眼
底。借着这美丽的清明天，把美丽的祝福送给你。愿你拂去
心中的烦恼，生活永远幸福甜蜜。

6、亲爱的朋友，让我送你一篮水果吧！祝你苹安富贵，橘祥
如意，梨想成真，杏福快乐，柿事顺利，核家幸福，梅有烦
恼，甜如廿蔗，幸运如葡萄！清明节快乐！

7、撑起快乐的.伞，遮挡烦恼的雨；撑起甜蜜的伞，迎接爱
情的雨；撑起如意的伞，接住吉祥的雨；撑起幸福的伞，享
受生活的雨。清明时节雨纷纷，只要你快乐，我愿为你撑伞！

8、朵黄花寄哀思，焚香祭祖扫墓忙，细雨纷飞飘悲伤，缅怀
故人深相思，又是一年清明到，愿君节哀顺便，清明节，愿
安康伴你左右，福禄陪你前行。

9、祭拜亡灵泪两行，苍天有情雨也茫。敬叩祖先洒浊酒，清
风拂面情亦绵。烟云花绽满山岗，犹如仙境故人享。子孙不
忘根之源，年年焚香烧纸钱。愿清明文化永传扬！



10、花木芳香，草长莺飞，怎奈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
行人欲断魂，使得清明二字在文字深处更增添了几分烟雨迷
蒙的感觉。

11、清明小长假，给你惊喜无限：让你的烦恼遍寻不见，让
你的快乐伸手可及；让你的困苦眨眼消散，让你的幸福难以
淹没。清明小长假，想不开心，很难！

12、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清明节寄托你的哀思，拜祭已逝的亲人，
珍惜生命，珍惜生活，更加精彩每一天。

13、清明踏青，结伴出行，温馨提醒，唯此短信，无论阴晴，
雨具随行，贵重物品，照看小心，安全第一，谨记在心，放
松心情，快乐无垠！清明节快乐！

14、清明时节，杨柳依依。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我
无柳可折，给你发条短信：期盼早日再相逢 清明节到了，扫
墓去！愿清明节快乐！

15、清明书局到，风筝传递我的祝福：放飞风筝，让它带走
烦恼与忧愁，放飞悲伤与苦闷；收回风筝，带来吉祥与好运，
收获幸福与甜蜜。清明节，祝你未来顺利！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三

这是中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之为秋千。
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
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打马球，也是
端午之戏之一。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
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
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中国植树节。这对动员
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
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
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
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
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
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
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黄巢起
义时规定，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清明雨上即怀两首》 (其一)

清明烟雨锁重楼，一路伤魂陌上游。黄土深藏亲冢泪，青松
漫绾祭人愁。



几番凭吊销凝绪，半句心音隔断喉。岂负凌霄他日誓，徒教
先祖卧荒丘!

(其二)

远峰云水两茫茫，更有荒茔卧一方。紫陌芬菲行愈乱，青山
杜宇泣犹伤。

千杯须尽生前醉，半滴何曾地下尝?多少红尘离别处，徒将哀
婉话凄凉。

《轱辘体·清明时节茫茫》

清明时节雨茫茫，碧水云天一色长。路上行魂愁雁阵，林间
断雁泣松冈。

离思迢递青山外，怅绪销凝白墓央。最是子规啼恨处，空教
浊泪下潇湘。

(其二)

极目江南鱼米乡，清明时节雨茫茫。山泉哽咽千般恨，劳燕
分飞几许伤?

牧笛声声传旧怨，孤坟处处锁离殇。向来生死无常事，怎奈
阴阳隔断肠?

(其三)

青烟郁郁染悲凉，芳草萋萋离恨长。春暮梨园花坠坠，清明
时节雨茫茫。

迎风酹酒千萦绪，临墓烧香百转肠。物换星移人已故，红尘
此事最沧桑。



(其四)

凭吊英魂疾返乡，年年默约短松冈。潺潺泉泻莹前路，啄啄
乌啼陌上桑。

古道行人心怅怅，清明时节雨茫茫。劝君怀桔当今日，莫待
阴阳意未央。

(其五)

梨花带露落寒塘，谁遣东风送暗香?孤雁穿林寻故友，清眸伫
结望他乡。

千愁竟若蓬蒿乱，万念空随流水长。折柳长亭人去后，清明
时节雨茫茫。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
指杏花村。

《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
散入五侯家。

《闾门即事》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
处有新烟。

《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
分与读书灯。



《苏堤清明即事》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
杨柳属流莺。

《寒食上冢》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四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一：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二：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三：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关于清明节的诗句四：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五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
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
般是在 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
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
至后第108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
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
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清明地球公转一周为黄经360度，当地球到达黄经零度时定为
春分，而后每运行15度有一个节气，共有二十四节气。因此，
节气在阳历上的日期是固定的，由于闰年的原因，所以会相
差两天。

农历是反映物候变化、指导农时的阴阳历，它还结合了阴历，
即以月相29.5天为周期(一次满月到下一次满月的时间间隔)。
因为阴历纪月推算节气所在具体时间需要准确的天文知识和
数学知识，所以，以前的历书所载各个节气发生的时间是要
由国家颁布的(如立春精确到年月日时分秒)，而且，不同的
时代推算的规则有所不同，清史稿时宪志就用很长的篇幅和
很多图形公式来说明当时的推算方法。一般所讲农历中节气
的设置规律往往只是确定月首为节气，月中为中气，两个节
气间隔是15天是唯一可以供人推算的依据，节气歌也是一般
人掌握节气规律的必学知识。稍微复杂一点的推算是习惯上
以上一年的冬至(一年中太阳最低的时候)过了105天就是寒食，
106天就是清明;现在按阳历计算就简单多了、可以固定在4
月5日或4日(以当年二月平或29日而差异)。从天文角度说，4
月5日或6日视太阳(视太阳就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到达黄
经15度的时候。

在古人的观念里，108是代表完满、吉祥、久远、高深的大数，
把清明放在冬至后第108天，是有很深的含义。清明的得名，
不仅缘于万物此时的生长清洁明净，也缘于这一时期的太阳
也是清新的太阳，流转于这一时期天地之间的阳气，也是清
新的阳气。



清明节的手抄报资料内容有哪些篇十六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清明》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

《苏堤清明即事》

（宋）吴惟信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寒食上冢》

（宋）杨万里

迳直夫何细！桥危可免扶？

远山枫外淡，破屋麦边孤。

宿草春风又，新阡去岁无。

梨花自寒食，进节只愁余。

《清明日曲江怀友》

【唐】罗隐

君与田苏即旧游，我于交分亦绸缪。

二年隔绝黄泉下，尽日悲凉曲水头。

鸥鸟似能齐物理，杏花疑欲伴人愁。

寡妻稚子应寒食，遥望江陵一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