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 介绍中国春节
的演讲稿(实用8篇)

编辑是一种对文章进行修改、排版和整理的技术性工作，它
能够提高文章的质量和可读性。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保持对编
辑领域的学习和更新呢？编辑可以使文字更加简明扼要，避
免冗长和复杂的句子。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一

尊敬的老师：

在我眼中，春节是一个热闹团圆的日子。每年春节前夕，即
使是离家再远的游子也要赶在除夕之前回家，与家人团聚，
共庆佳节。辛劳了一年的人们扛着大包小包奔向机场、火车
站，他们的脸上都挂着无法掩饰的笑容，从他们匆匆的脚步
中，我感受到了家对于他们的巨大吸引力和他们对于家的无
限眷恋之情。我仿佛看到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围坐在一起
举杯庆祝、同看“春晚”、吃饺守岁的热闹场面，欢声笑语
洋溢着快乐的节日气氛。

在我眼中，春节也是一个喜庆祥和的日子。放眼望去，大街
小巷，彩旗飘飘，红灯高挂;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着“福”字、
春联或者年画，祈求着来年的幸福生活。人们身着节日的盛
装，手里拎着各种各样的礼品，走亲访友去拜年，互相传递
着美好的新春祝福。

在我眼中，春节还是一个让孩子们充分享受快乐的日子。每
到春节，孩子们都会穿上父母为自己买的新衣，都会得到长
辈们给的压岁钱，他们可以在除夕夜和大人们一起守岁，可
以提着花花绿绿的灯笼去放爆竹和烟花，可以吃到各种美味
的佳肴，还可以由大人带着去逛各种有特色的庙会。当夜晚
来临，美丽的烟花绽放在天空中的时候，它们和孩子们的笑



脸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幅和谐的节日图景。

在我眼中，春节更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人们纷纷赶在年
前打扫干净房屋，种上水仙花，好让它们在春节期间盛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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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声声的爆竹驱散一年的烦恼和晦
气。听妈妈说，有的`地方还有“扔鞋避邪”的习俗呢!当人
们告别即将过去的一年，以崭新的面貌、愉悦的心情憧憬未
来，勾画明天，迎接新的一年到来时，新的生活已经在向他
们招手，人们个个精神抖擞，信心百倍地去开创属于他们的
崭新的未来。

啊，春节，你让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听到了春的脚步。在
我眼中，你就是春天的使者，带领人们走进美好的生活!

谢谢大家!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二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年，我过了一个有趣的春节，我随着妈妈一起包汤圆。别
看这汤圆小小的，其实包也不容易呢！

首先是和面，把水和面粉倒在一个盆里，揉来揉去，原本十
分松散的面粉不一会儿就成了一个面团，我也来试试和面，
面可真软，我只用一点力气就把面压了下去，可提上来却不
那么容易，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手给提了上来。我又和了好
长时间，终于好了。现在要发面了，把面放在盆里，放了好
几个小时面就发好了。

终于开始包汤圆了。我从面团里揪了一点儿出来，把这个面



团中间按一个洞，在里面放上白糖，再把汤圆揉成一个圆球，
这样一个汤圆就做好了。后来，我又做了好多汤圆，看着这
些包好的汤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开始煮汤圆了。在煮汤圆的过程中，感觉时间好漫长
啊！“啊，汤圆熟了！”我马上去盛了一碗汤圆，我细细地
观赏着汤圆，好像是在观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都不忍心把
这个汤圆吃下去。我轻轻地咬了一口，“嗯，简直是美
味！”把汤圆咬在嘴里，糖的`味道瞬间充满了口腔。这种味
道就是人间美味，就是一场盛宴。

我慢慢地品味着盛宴。在这一刻，时间仿佛时间已经停滞了，
我存在于汤圆的世界里。

年在不知不觉中来了，也在不知不觉中离去了。

谢谢。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三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一年中最隆重、最盛大节
日。

今年春节更令人留恋。除夕晚上吃年夜饭，饭菜真多啊！鸡、
鸭、鱼、肉样样都有。还有许多好吃呢！真是香极了，饭菜
很快吃完了，我们迫不及待将电视换到了cctv-1。

春晚开始了，节目真多呀！有相声、小品、魔术、杂技、歌
舞表演，看是魔术变脸，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让我们时而
全神贯注时而捧腹大笑。



夜里12点了，我们去放花炮了，各种烟花在天空中绽放，那
声音组成了一首欢快歌儿。你看，有像天女散花；有像点点
碎金；还有像彩虹一样发出五颜六色光……“嗖……”几个
钻天猴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漆黑夜空顿时“挂”上了“彩
灯”，将一切照如同白昼。我也忍不住放了一
个，“咝……”小花飞上了天空，像一朵盛开在天际七色彩
莲，黄、红、紫、蓝、绿、白七个颜色在空中回旋，好美。
我被美丽夜空吸引住了。

今年是最让我难忘的一年了，我真高兴。

谢谢。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四

大家好！

春节是小朋友们最喜欢过的节日，可以剪窗花，写对联，穿
新衣，挂灯笼，还可以得压岁钱。

过年了，大街上到处张灯结彩，树上挂满了红红的大灯笼，
人们喜笑言开，喜气洋洋，在外工作的人们都纷纷把家赶，
回家和家人一起团圆。

我主动跟大人学剪窗花，我剪的是一个个小人牵着小手，非
常团结的样子，很是漂亮。我把家里面买的`小灯笼也四处挂
了起来，家里变得红艳艳的，非常喜庆，再也不怕年来了。
我还写了一幅对联，把它贴在我们家的大门上，爷爷奶奶看
了，笑的乐开了花。

过年那天，我们一家人吃了团年饭，意味着我们一家团团圆
圆。爷爷奶奶送给我很多压岁钱，可把我高兴坏了，我把它
们放进了我的存钱罐里，我也给爷爷奶奶献上了祝福，祝愿
他们健康长寿，天天开心。我还和家人一起看了春节联欢晚



会，妈妈送给我一件新衣服做为新年礼物，这是一件红色的
旗袍，上面绣满了吉祥的花朵，我开心的把它穿了在身上，
大家夸我真漂亮。

大年初一，一大早我们吃了美味的汤圆，到乡下去扫了墓，
给祖先拜年，希望祖先们能保佑我们一家身体健康，平安顺
利。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走家串户，相互说着吉祥的话语。

过年真快乐，我最喜欢过新年！

谢谢。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五

篇一：春节二年级作文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人们也把春节叫做“过年”。我最
喜欢“过年”了。

妈妈说，“年”原来是一个怪兽，每年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来
人间吃人。后来，人们发现怪兽“年”虽然很凶猛，但是它
很怕红色，很怕鞭炮的响声，所以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就挂
上了红灯笼，贴上了红对联，放起了噼里啪啦的鞭炮，把怪兽
“年”给吓跑了。其实我知道根本没有怪兽，这只是一个神
话故事。

我最喜欢过年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去爷爷奶奶家玩，爷
爷家可热闹了，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都在。我给他们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他们就给我
很多零花钱，后来，我把零花钱给了妈妈，让她替我保管，
留这买我最喜欢的故事书。



过年的时候，还有很多好吃的，还有漂亮的衣服，但是我最
喜欢的是爸爸妈妈不用上班，天天陪着我。

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我最喜欢这个节日了。

篇二：关于春节的二年级作文

今年，我一放假就去外婆家过春节。今年的春节跟往年不一
样，大年三十晚上下了一夜的大雪，给大地穿上了厚厚的、
洁白的冬装。

初一一大早，我兴高采烈地在晒谷坪上和哥哥及小朋友们打
起了雪仗。哥哥做了一个大雪球向我扔过来，我一闪身躲过
了。突然，又一个雪球飞过来，砸在我手上。在这同时，我
的一个又大又结实的雪球也在哥哥的身上开了花。哥哥刚把
身上的雪拍干净，不知又从哪里飞来一个雪球，击中了他的.
头，让他成了白头翁。只见他甩了甩头，把头上的雪弄掉了，
接着又弯下腰，迅速地做了一个大雪球向我扔来。我立刻用
拳头挡开了，不料，又一个雪球击中了我的嘴巴。哥哥哈哈
大笑起来：“快来看啊，白胡子老爷爷来了！”我擦了一下
嘴巴，也笑着追了过去：“别跑，炸弹来了。”就这样，我
们在晒谷坪上你追我赶。玩着玩着，身上冒汗了，新衣服也
顾不上了，只听见晒谷坪上不时地传来我们的欢声笑语。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春节啊！小朋友们，你们也过了一个同样
快乐的春节吗？

篇三：春节二年级作文

今天是农历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节。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吃饺子，也是长年龄的时候。
我们过的春节就很特别。春节那天，吃过了午饭，我们开始
放烟花，噼里啪啦，一会就放完了。



六点钟就吃晚饭了，我们开始放五光十色的烟火，如果你一
点火“啪，啪”十分好玩。还有一种烟花能发出像孔雀开屏
一样花，特别漂亮，我折了架纸飞机放在烟火上面，烟花把
飞机砰的一下带上了天空，但是，纸飞机落在地上都烧着了。
说明烟火里面有一些火药。

你的春节和我的春节过的一样开心吗？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六

每个地方过春节都有自己的'特色。在佛山的春节里，最具特
色的就要数逛花街与开油锅了。

在我们的精心挑选下，终于选中了合自己心意的贺年植物：
一棵同我一般高的朱沙桔树；八盆含苞欲放的年花。我们走
出花市时，花市里还是人山人海，像大海里的波浪――到处
涌。

开油锅也是一个有特色的传统。人们通常在开锅之前会挑选
好年前那几天哪天是良日，到了那天才开锅。煎堆多数在前
几天就已用经过挑选加工的谷捂成一个圆，但是在把它们放
进锅之前，还要给它们穿上一件“衣服”，免得谷子贪玩，
跑出来。这件衣服大多是白色或黄色，但是在下完油锅出来
后，衣服就会变成金黄色的，让人看了，两眼放光；口水也
要溜出来看看。但是，要过一会儿才可以吃，因为刚下完油
锅，吃了会上火。但这些食物过不了多久就没了。

佛山的春节有意思吧！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七

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说到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节日，大家必须会立刻想到春节。
而在过春节时，我们必须会履行许多传统风俗，那么今日就
让我们来谈一谈春节的风俗。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只怪物叫夕，它每年都会吃人。之后人
们发现它害怕红色和烟花爆竹的响声，就以此来驱赶夕。从
此，人们在除夕夜就有了贴春联和燃放烟花爆竹的风俗。

在贴春联时，一般都有左联右联和横批。人们往往都会在春
联上写上吉利的话语，祝愿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平平安安，
心想事成。

在春节期间，人们会摆上好酒好菜，很多人还会吃饺子，
同“交子”。然而，酒才是重中之重，古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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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声中一岁除”，由此可见，燃放烟花爆竹也是春节的
一大风俗。在夜晚，那爆竹声噼里啪啦，那烟花五颜六色，
红的，黄的，蓝的，……各种形状，各种样式，无不给春节
带来了许多节日气氛。但此刻许多人非法燃放烟花爆竹，给
我们的安全带来了隐患，并且燃放的烟花爆竹还会污染空气，
所以这一风俗已经被“禁止”。

其实这只是一小部分，在春节中，我推荐大家安全出行，过
一个绿色环保的新年。

介绍中国的春节英语篇八

春节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
习俗和活动形式，他们之间有哪些差异？以下是小编收集整
理的中国春节文化的详细介绍，欢迎大家前来阅读。



先秦文献中并没有出现春节的名称，但是已经出现了蕴涵春
节意义的词语。我们可以从先秦的.文献典籍中找到一些“蛛
丝马迹”。

《尚书 舜典》中记载：“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

《尚书正义 孔安国传》曰：“上日，朔日也……月正，正月。
元日，上日也。”

《舜典》的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这天舜在祖庙里接受了尧的
禅让；《孔安国传》意思是说，正月初一舜到祖庙祭祀祖先。
这是有关春节起源的最早的文字痕迹。从仅有的一些文献我
们无法判断先秦时期，春节的通用名称是什么，但是“上
日”和“元日”似乎被后世继承的要多一些。特别是“元
日”，两千多年以来一直在沿用。

清代黄生曾考证认为“正月”之“正”的读音并非源于秦始
皇讳“政”，而《释文》也有：“正音征。”因此，正月之
正读平声是很古的事了。

汉代对春节的叫法比先秦时期要多了。《汉书 孔光
传》：“岁之朝曰三朝。”颜师古注曰：“岁之朝，月之朝，
日之朝，故曰三朝。”这是把春节称为“三朝”。也有把春
节称为“三始”的，《汉书 鲍宣传》：“今日蚀于三始，诚
可畏也。”有的叫“岁旦”，《东观汉记 吴良传》：“岁旦，
与掾吏入贺。”也有叫“正旦”的，《东观汉记 戴凭
传》：“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在《四民月令》中
有：“正月一日，是谓正日。”“正日”的说法应该比较正
式，因为《四民月令》是东汉时代的农家月令书，相对而言
比较权威。这时，先秦时期的“元日”也有使用。

这一时期，春节的名称又有新的创造。象“元辰”、“元
正”、“元首”、“岁朝”、“履端”，另外还有模仿汉代的



“三朝”、“三始”而创造的“三正”、“三元”。而且现
在比较流行的“元旦”、“新年”的说法也是这一时期的创
造。在《玉烛宝典》卷一中有“肇惟岁首，正月元旦……”
梁萧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出今朝。”而在
北周庾信《春赋》：“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
飞。”但是这两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名字，当时并没有通行，
人们还是惯常用“元日”、“正旦”和“正朝”等。

隋唐宋元明时期，可以说是“元日”一统天下的时代。《古
今图书集成 历象汇编 岁功典》卷二十三共收录了隋唐宋元
明时期有关春节的诗歌120首，其中题目中用了“元日”的
有69首，有些诗虽然题目中没有，但是很多在诗句中出现了。
今天我们常用的“年”也是出现在这个时期，但是当时并不
常用。

清代至1948年春节的名称基本上固定在“元旦”上。同样以
《古今图书集成 历象汇编 岁功典》为例，清代已经把“元
旦”作为类目名。而且在《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
有90％以上的地方志中使用了“元旦”一词。

“元旦”作为春节的名称，并不是仅指正月初一，而是包括
好几天，这和“元日”只代表新年初一一天不同。

“春节”一词最早源于东汉时期的文献。但当时并不是指新
年，和今天我们所说的春节并不是一个意思。《后汉书 杨震
传》有：“冬无宿雪，春节未雨，百僚燋心。”这里的“春
节”是春季的意思。南宋著名诗人文天祥在《文山集》卷二
十中有《二十四日》一诗：“春节前三日，江南正小年。”
根据考证，诗中“春节”应是“立春”而不是正月初一。

直到清代一些地方才将夏历的新年称为“春节”，但是清代
影响最大还是“元旦”，“春节”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
响。“春节”的普遍使用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以后。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宣告“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
于是旧历的元旦也就改为了“春节”，虽然民国禁止阴历节
令的娱乐活动，但是由于民国四分五裂，人们还是习惯于过
传统的“元旦”——“春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2月23日通过的《全国年节
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规定了“新年”（公历元
旦）、“春节”（传统的年节“元旦”）、劳动节、国庆节
等为法定节日。从此“春节”才替代了流行了三百多年
的“元旦”，沿用至今，而“元旦”则成了公历新年的节日
名。

我国的春节一般是从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揭开序
幕的，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
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在二十五日举
行祭灶仪式。举行过祭灶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
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到除夕的这段时间，民间称之
为“迎春日”。

农历正月初五这一天叫“破五”，不到“破五”不能用生米
做饭。正月初七日称“人日”、“人胜节”，或曰“七元”。
春节期间，北京人爱逛庙会，大钟寺庙可以敲永乐大钟，白
云观庙会可以摸石猴、打金钱眼，厂甸庙会可饱览古玩、字
画、字帖、珠宝、翡翠等稀奇玩意儿和高跷、太平鼓、小车
会、五虎棍等花会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