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春节手抄报资料(精选9篇)
每个人都有义务为环保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小事做
起。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环
保是当今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以实际行动投身环保事业。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一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
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
除旧迎新。

爆竹为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
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现在我们一般的人都认为放爆竹可以创造一种喜庆气氛，是
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它可以给人们带来欢愉和吉利。然而，
如果我们追溯爆竹的起源，就会了解古代人燃放爆竹的本意
及其衍变的历史。

《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
以避山臊恶鬼。”这段记载说明爆竹在古代是一种驱瘟逐邪
的音响工具，这就使得燃放爆竹的习俗从一开始就带有一定
的迷信色彩。其实，这完全是由古人的误解所致。据《神异
经》说，古时候，人们途经深山露宿，晚上要点篝火，一为
煮食取暖，二为防止野兽侵袭。然山中有一种动物既不怕人
又不怕火，经常趁人不备偷食东西。

人们为了对付这种动物，就想起在火中燃爆竹，用竹子的爆
裂声使其远遁的办法。这里所说的动物，名叫“山臊”。古
人说其可令人寒热，是使人得寒热病的鬼魅，吓跑山臊，即
驱逐瘟邪，才可得吉利平安。



到了唐初，瘟疫四起，有个叫李田的人，把硝石装在竹筒里，
点燃后使其发出更大的声响和更浓烈的烟雾，结果驱散了山
岚瘴气，制止了疫病流行。这便是装硝爆竹的最早雏形。以
后火药出现，人们将硝石、硫黄和木炭等填充在竹筒内燃烧，
产生了“爆仗”。到了宋代，民间开始普遍用纸筒和麻茎裹
火药编成串做成“编炮”(即鞭炮)。关于爆竹的演变过程，
《通俗编排优》记载道：“古时爆竹。皆以真竹着火爆之，
故唐人诗亦称爆竿。后人卷纸为之。称曰“爆竹”。

随着时间的推移，爆竹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品种花色也日见
繁多。湖南浏阳，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宜春和萍乡以及
浙江温州等地是我国著名的“花炮之乡”，其生产的爆竹不
仅畅销全国，而且还远销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燃放爆竹已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娱乐活动。人们除了辞旧迎
新在春节燃放爆竹外，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诸如元宵
节、端午节、中秋节及婚嫁、建房、开业等，亦要燃放爆竹
以示庆贺。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二

据说贴春联的习俗，大约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后蜀时期，这是
有史为证的。此外根据《玉烛宝典》，《燕京岁时记》等著
作记载，春联的原始形式就是人们所说的“桃符”。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相传有一个鬼域的世界，当中有座山，
山上有一棵覆盖三千里的大桃树，树梢上有一只金鸡。每当
清晨金鸡长鸣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鬼魂必赶回鬼域。鬼
域的大门坐落在桃树的东北，门边站着两个神人，名叫神荼、
郁垒。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情，神荼、郁垒就
会立即发现并将它捉住，用芒苇做的绳子把它捆起来，送去
喂虎。因而天下的鬼都畏惧神荼、郁垒。于是民间就用桃木
刻成他们的模样，放在自家门口，以避邪防害。后来，人们
干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垒的名字，认为这样做同样可



以镇邪去恶。这种桃木板后来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们便开始在桃木板上写对联，一则不失桃木镇
邪的意义，二则表达自己美好心愿，三则装饰门户，以求美
观。又在象征喜气吉祥的红纸上写对联，新春之际贴在门窗
两边，用以表达人们祈求来年福运的美好心愿。

为了祈求一家的福寿康宁，一些地方的人们还保留着贴门神
的习惯。据说，大门上贴上两位门神，一切妖魔鬼怪都会望
而生畏。在民间，门神是正气和武力的象征，古人认为，相
貌出奇的人往往具有神奇的禀性和不凡的本领。他们心地正
直善良，捉鬼擒魔是他们的天性和责任，人们所仰慕的捉鬼
天师钟馗，即是此种奇形怪相。所以民间的门神永远都怒目
圆睁，相貌狰狞，手里拿着各种传统的武器，随时准备同敢
于上门来的鬼魅战斗。由于我国民居的大门，通常都是两扇
对开，所以门神总是成双成对。

唐朝以后，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垒二将以外，人们又把秦叔
宝和尉迟恭两位唐代武将当作门神。相传，唐太宗生病，听
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于是他让这两位将军手持
武器立于门旁镇守，第二天夜里就再也没有鬼魅搔扰了。其
后，唐太宗让人把这两位将军的形象画下来贴在门上，这一
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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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诗词】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三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

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包括向长
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有同
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拜年一般从家里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
拜年，祝福长辈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
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
后，人们外出相遇时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
发财”、“四季如意”、“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
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宋人孟元
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一日
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明中叶陆
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上自朝官，下至
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
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清人顾
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
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
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

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
《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
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
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
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
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
为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
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
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
刺”和“名x;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



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
《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
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
欢”。

随着时代的发展，拜年的习俗亦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
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外，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
年和电话拜年等。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四

春节为什幺要给孩子发压岁钱，这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传说，古时候有一种身黑手白的小妖，名字叫"祟"，每年的
年叁十夜里出来害人，它用手在熟睡的孩子头上摸叁下，孩
子吓得哭起来，然后就发烧，讲呓语而从此得病，几天后热
煺病去，但聪明机灵的孩子却变成了痴呆疯癫的傻子了。人
们怕祟来害孩子，就点亮灯火团坐不睡，称为"守祟"。

在嘉兴府有一户姓管的人家，夫妻俩老年得子，视为掌上明
珠。到了年叁十夜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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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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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塬来，这八枚铜钱是由八仙变的，在暗中帮助孩子把祟吓煺，
因而，人们把这钱叫"压祟钱"，又因"祟"与"岁"谐音，随着
关于财神，民间有诸多传说：

宋朝蔡京富有，民间传说他是富神降生，他恰生于正月初五，
所以民间把他当作财神来祭把。后蔡京被贬，民间另换财神，
当时宋朝的国姓为赵，玄字为”岚”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便
给财神起了一个赵玄坛的名字加以敬拜。

初五接财神，赵玄坛最受尊拜。许多商店、住宅都供奉他的
木版印刷神像：玄坛面似锅底，手执钢鞭，身骑黑虎，极其
威武。

除了赵玄坛被尊为“正财神”外，民间还有“偏财神”五显
财神、“文财神”财帛星君和“武财神”关圣帝君的说法。

五显财神信仰流行于江西德兴婪源一带。兄弟五人封号首字
皆为“显”，故称“五显财神”。生前劫富济贫，死后仍惩
恶扬善，保佑穷苦百姓。北京安定门外有五显财神庙。

“文财神”财帛星君，也称“增福财神”，他的绘像经常
与“福”、“禄”、“寿”三星和喜神列在一起，合起来为
福、禄、寿、财、喜。财帛星君脸白发长，手捧一个宝
盆，“招财进宝”四字由此而来。一般人家春节必悬挂此图
于正厅，祈求财运、福运。

“武财神”关圣帝君即关羽关云长。传说关云长管过兵马站，
长于算数，发明日清薄，而且讲信用、重义气，故为商家所
崇祀，一般商家以关公为他们的守护神，关公同时被视为招
财进宝的财神爷。

正月初五，各商店开市，一大早就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
迎接财神。清人顾铁卿《清嘉录》中引了一首蔡云的竹枝词，
描绘了苏州人初五迎财神的情形：“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



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抱路头”。“抱路
头”亦即“迎财神”。信奉关帝圣君的商家，在正月初五要
为关公供上牲醴，鸣放爆竹，烧金纸膜拜，求关圣帝君保佑
一年财运亨通。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五

新年很热闹,但是个别孩子不适应这样的气氛，常常会大哭大
闹。今年3岁的禧禧，跟父母回老家过年，亲戚们一见便纷纷
给他送上“大红包”。无奈，禧禧却像见到狼一样害怕。每
次亲戚一哄上来递利是，他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搞得
送红包的亲人很扫兴，他的父母也很难堪。

专家指出，对于3岁以下的小孩，不能勉强他们做他们不喜欢
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孩子，还没有礼貌意识，也没有建立交
往的互动模式，对陌生人有反应也是正常的。所以家长对孩
子的哭闹不要太在意，遇到孩子大哭大闹时，千万不要说他
们不乖，可以笑着帮孩子解围。

5岁的豆豆很聪明，也很调皮，过年自然逗了不少利是。但是
最让他的父母头疼的是，豆豆总是当面拆红包，见到里面很
少钱，就会当着客人的面嚷嚷：这么少钱呀!如果里面是张大
额的人民币，就会喜出望外地炫耀，父母气得哭笑不得。

专家表示，3-7岁的孩子，已经慢慢懂事了。春节拜年，()家
长可以稍微先教导一下孩子。可以告诉他，“我们现在去谁
家里，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希望宝宝可以怎么做。”其实
过年拜年，只需要教会他说“新年好”、“谢谢”两句话就
足够了，还要求不能当场拆红包就行了。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六

妻子：“明天是年三十，你打算送我妈点什么?”



丈夫：“送几条好烟吧!”

妻子：“你疯啦?我爸爸去世已经五年多了，我妈妈根本不抽
烟，你为什么要送烟给她?”

丈夫：“因为我每次去她那儿，她光招待我喝茶。”

春节的笑话九

古时候，有一人家十分迷信，凡事都要讨个吉利。

年三十晚上，父亲的两个儿子商议说：“堂上要贴一副新春
联，现在咱们每人说一句吉利话，凑出一副春联来。”两个
儿子点头称是。

父亲先捋着胡须念道：“今年好!”

大儿子想了想也念道：“倒霉少。”

二儿子接着又念道：“不得打官司!”

念完了，大家称赞了一番，就由父亲执笔，写了一条没加标
点的长幅，贴在堂屋的正中。

第二天，邻居们来拜年。一进门，看见那副春联，大声念道：
“今年好倒霉，少不得打官司!”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七

1、取菜时要尽量取自己前面的，如果想远处的食物可以和大
人说。

2、好东西，不要自己一个人吃光，要留点给别人。

3、看准哪块就夹哪块，不能上下翻菜。



4、有汤汁的菜要小心的夹，以免溅脏自己和别人的衣服。

5、吃完饭后放下碗，向客人说“请大家慢用”。

6、就餐时要注意坐姿，不能歪着、斜着或趴着，也不可大声
喧哗，或者边玩边吃，甚至爬到桌子底下玩耍。不要舞动筷
子、勺子或刀叉，以免妨碍到临座。

7、落座后，应等待其他人到齐，尤其是主人，长辈落座后，
宣布宴会开始后方可开吃。

8、不管菜的味道是否符合口味，都不能评论菜的味道不好，
那样会使主人难堪。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八

上联：春回大地 形势一片好 下联：香飘神州 风光无限新

上联：喷银吐玉 深挖千眼井 下联：铺缎织锦 精耕万顷田

上联：尽改一言堂 鸢飞鱼跃 下联：远谋千载业 柳暗花明

上联：自力更生 创千秋大业 下联：奋发图强 造万代幸福

上联：勤奋学习 知识天天长 下联：努力工作 幸福年年增

上联：安定团结 促四化建设 下联：艰苦奋斗 创千秋业绩

上联：专业承包 个个干劲大 下联：按劳取酬 人人热情高

上联：坚持原则 按政策办事 下联：深入实际 同群众商量

上联：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 下联：为人民输送文化食粮

上联：四化报春来 人人称颂 下联：一年歌岁首 处处欢腾



春节手抄报资料篇九

宋·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释义：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
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
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

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
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
“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
前景。

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
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
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
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
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