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拜年初中 寒假拜年日记(精选8篇)
一个成功的团队能够激励每个成员的潜力，我们需有一个鼓
舞人心的团队标语来激发我们的团队力量。怎样建立一个团
结友爱的团队氛围？以下是一些团队标语的灵感，希望能激
发你的创意。

寒假拜年初中篇一

春节有一点我最喜欢，那就是收红包。这是中华人民的美德，
就是长辈给我们红包。

今年，我去跟着拜年去了。我们一家和我大伯一家一起去的。
我们分别驾驶这两辆车，在去的途中我就非常激动，因为要
收红包了。经过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们终于到了老家，我们
下车走着去。由于我大伯着急所以来早了，人家才刚煮饺子。
我们先去的是我……·不好意思忘了叫什么了。进去后爷爷
马上给我了一张红红的百元大钞，我老爷真有钱一下给了
我100元，不过还是被我妈妈拿着。我想你们一定也是这样，
不过我爷爷开口说：让他自己拿着。我一听，美极了。太棒
了。我马上说谢谢爷爷。爷爷笑了。

我在这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给大家拜年了。

寒假拜年初中篇二

今年是大年初一，新的一年来了。早上，妈妈带我去外公和
爷爷家拜年，路上碰到熟人，我们都互相说新年好。

中午在外公家吃饭时，大家互相喝酒庆贺新年。我祝外公"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外公祝我"学习进步，新年快乐！"舅舅
和舅妈也送了我很多的祝福。吃完饭后，我们又去了爷爷家
拜年。爷爷家里很热闹，大伯、二伯两家人都到齐了。到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先吃了很多东西，有鸡腿、鸡翅和米粉，



还喝了一碗豆奶，并祝爷爷"长寿不老，身体健康！"爷爷祝
我学习进步，还送了我一个大红包。

新年的第一天，我过得很开心！

（中国大学网）

寒假拜年初中篇三

今年，我回爷爷奶奶家过年。到了山东老家，我看见车两旁
的人们摩肩擦踵，甚是热闹。我们还开玩笑说：“看，家乡
人民真热情欢迎我们回来啊！”

吃过饭，爷爷奶奶一起戴上了红色围巾，拿出了很多红包，
端坐在沙发上，爸爸妈妈在他们前面铺了一个垫子。伯父伯
母一起站在垫子前，对着爷爷奶奶拱手说“爸爸妈妈，过年
好！”随即，伯父伯母跪在垫子上，给爷爷奶奶深深的磕了
一个头。这时，我看到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特别甜，奶奶的
眼角都隐隐闪着泪花。这时，爷爷轻轻打了奶奶下，奶奶笑
着把红包递到伯父伯母手上。紧接着，爸爸妈妈，我和哥哥
姐姐也依次都给爷爷奶奶、伯父伯母和爸爸妈妈磕头拜了年。
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深深地笑容，这是获得新年祝福的快乐，
这是亲人相聚的幸福！

初一早上，爷爷家来了好多客人，有比我年长的长辈，有还
抱在手上的小宝宝，还有不少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他们应
该是来自不同的家庭，但都不约而同的穿着红色的衣服，他
们都是来给爷爷奶奶拜年的，带来了过年的喜庆。

这次拜年，我看到了过年走亲访友的习俗，晚辈给长辈磕头
拜年的习俗。同时，我也看到了拜年的变化：通话、微信、qq、
短信祝福，还有视频聊天的祝福形式。虽然，拜年的方式会
有变化，但永远不变的是那份情义，长辈对晚辈的喜爱，晚
辈对长辈的尊敬，还有朋友间的情谊，长大一岁的祝福。



这些变化，都是因为我们的祖国一岁岁长大，一年年“强
壮”。我们应该给我们的`祖国母亲拜年，让这条巨龙继续快
速腾飞！

寒假拜年初中篇四

20xx年是马年，正巧跟我的姓一样呢！正月初一因为爸爸要
在公司值班，所以姨婆家的姨妈来接我们去她家拜年，那天
我们一家和外公、外婆、小阿姨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姨婆家
拜年。

还没到他家门口，却远远地看见舅舅家的弟弟李军言在向我
们招手，我一下车他就牵着我的手一起去看我们最喜欢的电
视节目了，虽然我们一年没见了，但是我们好像还是特别亲，
就像天天在一起的小伙伴一样。

门上贴的'春联和窗户上贴的窗花在这特别的日子显得格外喜
庆。一进门大家都彼此说了一些祝福的话语，姨婆还给我拿
了许多零食塞在我的手里。他们家还有很多长辈，经过妈妈
的介绍，我和姐姐上前一个个打招呼，大家都夸我们是懂礼
貌的好孩子。

离吃午饭的时间还早，姨婆提议带我们村里投资建造的寺庙
看看。那儿可真大啊！光寺庙就有三座，里面住着各种各样
的我不知道名字的“神仙”。妈妈和舅妈一起买了香火去烧
香，祈祷来年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听妈妈说这些
都是姨婆村里的村民集资建造的呢！他们可真了不起啊！

我被妈妈拉着一起参拜了各路“神仙”，吃午饭的时候，一
大家人围在一张大圆桌上边吃边聊，有说有笑，很是热闹。

离开的时候，姨婆还给我一个压岁包，我开心地道了谢收了
下来。



我爱过年，我爱过年的气氛，我爱过年的烟花，我爱过年一
家人团聚在一起，我更爱那些可爱的压岁大红包。

寒假拜年初中篇五

小时候，我的家在农村，每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家里的男孩
都要到本家长辈家里去磕头拜年，而女孩子则不用，小一点
儿的女孩儿初二到初五可以随着父母去姑姑、舅舅、姨姨等
亲戚家去拜年，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挣点儿压岁钱，不过一
般都是几角钱，很少能上一块钱的，因为那时所有的亲戚都
穷。即使这几角钱压岁钱，还被叮嘱几遍让回家告诉父母，
生怕小孩私自装腰包了。就这，我还是很愿意去拜年，说实
话，主要是奔着这几角压岁钱去的。

再大一点的时候，上了初中、高中，这期间以学业为重，所
以也很少去拜年了。

上大学后，每到过年，就提前给同学、老师发贺年卡拜年，
虽然贺年卡和邮寄费都不是很贵，但发得多了，也是一笔不
小的开支。尽管如此，每年还是乐此不疲。

参加工作后，人情就相对多了一些，每年除了发贺年卡外，
过年还要到单位年龄稍大一点儿的同事家去拜年，说实话，
到人家家里去拜年挺麻烦的，那时电话还没普及，没法儿提
前约，去了人家有时还不在家，不去又觉得不得劲儿，反正
心里头总觉得是个事儿，当时一想到拜年，我就头疼。

后来电话慢慢普及了，大年初一，打个电话，嘿，好多了，
因为你去人家家里坐着，总得唠唠一些客套话，人家还得招
待你，也挺麻烦的，现在挨个打个电话拜年，少说了好多无
聊的话。

几年前，手机不知不觉又普及了，每逢过年，发个祝福短信，
啥都有了，想说啥说啥，还有别人编好的现成短信一转发就



成了，拜年的面儿也拓宽了——亲戚、朋友、老师、同学、
同事、邻居……足不出户都可以拜到，有的人平时没机会来
往，趁过年花个一角钱发条短信，感情自然就联络起来了，
真是不错。

可是，今年，我突然感觉这转来转去的拜年短信又太俗了，
有的人转发的短信几年前都见过，绕来绕去就那几句话，一
点创意都没有，有点视觉疲劳。于是，今年过年，我返璞归
真，短信拜年不再使用别人编的顺口溜儿，而是把千言万语
浓缩成了一句最简单、最实用的话——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健
康、快乐、平安、幸福！

寒假拜年初中篇六

我们这里的风俗，新年初二拜舅家的年，有一句戏语叫做
是“初二外甥为大”，那意思就是说：在平日里对自己的舅
舅必恭必敬的，到了初二这一天，外甥到舅家去拜年，舅舅
是长辈，但却轮不到他坐上席，舅舅只能够在下面着酒了。
那一天外甥是客人，舅舅是主人，客为敬，舅舅只有侍奉外
甥的份儿了。

一大早，三哥便来单位喊我去舅舅家拜年了。于是匆匆起床，
拿了早已经准备好的礼品，便跟着三哥匆匆忙忙往舅舅家赶
去。

早晨的阳光依然很暖和，全然没有一点冬天的样子，我们一
群人提着礼品袋，顶着晨光，沿着弯弯的山路，一边说笑，
一边赶路，不一会儿便到了舅舅家的院门之内，舅舅和舅妈
两位老人当然也是起得特别的早，他俩正在厨房里忙着做早
饭呢！每年的早晨去舅舅家去拜年，几乎成了惯例，舅舅那
顿丰盛的早饭是必须做的。

见我们一群人都来了，都喊着拜年了，舅舅满脸笑容从厨房
走了出来迎接我们，一边接过我们手中的礼品，一边忙着去



泡茶、递瓜子，还不忘记说上一阵子客套话。我们几个兄弟
和另外几个姨兄弟便毫无顾忌地支起方桌打牌儿，没有能够
挤上桌边的便在旁边看热闹。

舅舅倒是成了地道的大忙人，一边忙着厨房的事儿，一边还
不忘记升起火塘，给我们几个外甥添茶水。

饭菜马上就要上桌了，我们姨兄弟依照年龄的大小依次而作，
围了满满一大桌子，也不用舅舅着酒，拿起放在桌旁的酒瓶
就自个着了起来，一边拼酒，一边狼吞虎咽的夹菜吃菜，舅
舅只是一股劲的上来一碗碗热腾腾、香喷喷的新煮的热菜，
他一边上菜一边还不忘记叮嘱我们：“你们不要将礼呀，放
开肚量吃，一直到吃饱喝足为止。

喝了两个多小时的酒，已经有些晕乎乎的感觉。我们一个个
都下席了，舅舅仍然还在往桌子是添菜，直到桌子边所有的
人都下了席，舅舅才笑着说：“怎么都下席了，我还有菜没
有端上来呢！”

我们知道这是一句客套话，但我们的确都已经喝得醉了三分。
饮了几杯茶之后，便纷纷向舅舅告辞。

舅舅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外，等我们有说有笑的走了很远，舅
舅仍然站在那里，凝目远望着。

寒假拜年初中篇七

“女儿，快起床，该去拜年啦！”随着母亲震耳欲聋的喊声，
我迅速地从床上起来，赶紧穿上衣服、刷牙、洗脸一气呵成。
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母亲的一声“出发”的口令了。

只见母亲高高举起右手，向前一挥，并高喊一声“出发”，
父亲早早地站在门口顺势打开大门，我夺门而出。



一出门，顿时过年的气息扑鼻而来，到处都是“轰隆隆”
和“噼里啪啦”的放炮声。地面上早已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炮
纸屑，远远望去地面上仿佛铺上了一层红红的地毯，我伸开
双臂在“红红的地毯”上来回地疯跑着。

一路上我欢蹦乱跳，高兴极了。

我们先来到了一位爷爷家，老爷爷家门框上贴着漂亮的对联，
在门的正中央火红的福字格外显眼，一开门我们就互相祝贺
新年好！爷爷非常热情，让我们赶紧进屋，并不停的
说：“坐、坐、坐，”还热情的给我许多糖果，又拿了两串
脐橙给我。我双手捧着糖果高兴地和不拢嘴，并连忙
说：“谢谢爷爷。”那位爷爷高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
们高兴之余辞别了老爷爷。

我们又走了一小会儿来到了一位奶奶家，门一开，老奶奶热
情的迎了出来并高兴地说：“快请进、快请进”。我们先给
奶奶拜年，我大声地说：“奶奶新年好”。老奶奶鹤发童颜，
她戴着一副眼镜。她微微低着头，笑咪咪的眼睛跳过眼镜框
和蔼的看着我。并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大声地说：“呦！新年
好，欣欣又长高了啊！”可我一进屋只顾东张西望的乱看，
她们家客厅中央吊着一个火红的纸折的大灯笼，侧面墙上还
挂着一对非常漂亮的中国结，我还发现她家的墙壁四周都贴
有各式各样的奖状。父亲母亲还在和那位奶奶寒暄着。我鼓
足勇气问了一句：“奶奶着些奖状是谁的呀？”奶奶笑眯眯
地说：“这些奖状都是你叔叔和阿姨的。”我心想：“哇！
他们好厉害呀！”我们临告别时老奶奶还塞给我50元钱说是
奖励学习的。

在行走的路上，父亲告诉我要向那家的叔叔阿姨学习。他们
学习都非常好现在他们俩都在国外上班很让人羡慕。

我们走着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了姑姑家门口，姑姑带着弟弟



我们互相拜年，大家不约而同的穿的都是红色的节日盛装，
它寓意着今年我们的日子会过的红红火火，家人的身体健健
康康吧！

拜年真有趣！

寒假拜年初中篇八

大年初一头一天，我们照例回老家拜年。

远远地，看见我们的村子了，我趴在窗户上，仔细地瞧瞧老
家的街道吧，现在，它变得整整齐齐，一幢幢小洋楼拔地而
起，人们的日子富裕了，农村旧颜换新貌。我们的车子穿行
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不一会儿，汽车“吱”的一声停下，
原来已经到了老屋的大门前。

老屋已经变了样——门口贴了一对新的春联，旁边还挂了一
串红辣椒，那颜色，看着让人心里暖洋洋的。踏进院子，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大的倒福字，预示福到我家。窗户上
贴着竹报平安的窗花，一片喜庆。

走街串巷拜年的人真多，人们衣帽整齐，我观察到，今年走
在街上的阿姨，许多穿上了裘皮、貂皮大衣。我们除了过年
时回老家拜年，平时并不常回来，但是大家走在路上，不管
认识不认识，都互相拜年。

二奶奶、三奶奶、四奶奶，还有姑奶奶家都住上了三层小楼
房，我们一家一家地去拜年，我和哥哥向奶奶们问好，给她
们磕头，看到我和哥哥长得又高又棒，奶奶们非常欢喜，又
是倒茶，又是分糖果。四奶奶拉着我的手，夸我的个子又长
高了很多，询问我进中学感受如何，学习怎么样啊？当知道
我考了全班第二名时，奶奶高兴地直夸我，还给了我一个大
红包。我是一个小财迷，红包刚一到手就拆开了它，哇！好
多钱啊，600呢！好吉利的数字！看着看着，我的眼睛笑的眯



成了一条缝，连声谢谢四奶奶。

贴春联，挂灯笼，墙壁上的福字，窗户上的窗花，到处喜气
盈盈。每年回家拜年，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人们生活越来越
好了，不仅吃得好，穿得好，住得也好。今年回家拜年，我
发现家家户户都养着许许多多花草，花草们好像也感受到新
年的喜庆，无论是开花的，还是不开花的，都充满着勃勃生
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一名小记者，我忍不住多拍
了几张照片。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
恭喜……”正如歌中唱的一样，我们走大街，穿小巷，邻里
见面都喜气洋洋，互送祝福。

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祝福：祝愿亲人们福寿安康，祝愿好日
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回家拜年，常回家看看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