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汇总8
篇)

环保标语通过简单明了的语言，传递环保信息，传播环保理
念。环保标语可以以句子、短语、口号等形式呈现，要注意
选择简洁、有力的表达方式。小编为大家搜集了一些有趣、
有力的环保标语，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一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正月初一
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
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
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
(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
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

从汉武帝起，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
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公元19，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满清的统治，建立了中华
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1
月1日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
时并没有正式公布。

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
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并规定阳历1月1日
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农历和阳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
的“立春”恰在农历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一月一日改
称为“春节”，阳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
并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元旦的相关传说

传说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天子在位时勤政
于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
才不太成器，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
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
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
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
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后，舜帝祭祀天地
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
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代的元旦。历代皇朝都
在元旦举行庆贺典仪祈祀等活动，如祭诸神祭先祖，写门对
挂春联，书写福字、舞龙灯，民间也逐渐形成祭神佛、祭祖
先、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吃团圆饭以及众多的“社火”
等娱乐欢庆活动。晋代诗人辛兰曾有《元正》诗：“元正启
令节，嘉庆肇自兹。咸奏万年觞，小大同悦熙。”记述元旦
庆贺情景。

元旦的含义

元旦的“元”是开始、最初的意思;而“旦”表示太阳刚刚出
地平线之际，也就是一日的开始。故“元旦”就是指一年之
初、一年的第一天。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二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之一，时间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正月是农历的元月，
古人称“夜”为“宵”，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根据道教“三元”的说法，
正月十五又称为“上元节”。元宵节习俗自古以来就以热烈
喜庆的观灯习俗为主。

元宵节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根源于民间开灯祈福古俗。
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
不过正月十五元宵节真正作为全国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
正月十五燃灯习俗的兴起也与佛教东传有关，唐朝时佛教大
兴，仕官百姓普遍在正月十五这一天“燃灯供佛”，佛家灯
火于是遍布民间，从唐代起，元宵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

元宵节是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
一。元宵节主要有赏花灯、吃汤圆、猜灯谜、放烟花等一系
列传统民俗活动。此外，不少地方元宵节还增加了游龙灯、
舞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
演。6月，元宵节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元宵节的意义

1、元宵节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情人节。古代元宵节由于开禁，
人流如织，男女相遇，易于产生爱情。千百年来，在元宵节
上演的两情相悦的爱情故事，举不胜举。

2、在物质生活层面，元宵佳节，全家人在一起吃汤圆，“汤
圆”与“团圆”字音相近，象征着团团圆圆，和睦相处。

3、元宵节的文化价值在于它是全民的狂欢节，人人参与，乐
在其中。

4、元宵节主要活动是大众娱乐，但是其社会文化意义却不仅
仅是娱乐。正月十五有很多信仰活动，祈求神灵保佑。

5、元宵节到来时，节日经济被搅热。



元宵节的习俗

吃汤圆

吃“汤圆”是元宵节的一项重要习俗。汤圆，又名“汤团”、
“元宵”.吃汤圆的风俗始于宋代，当时的汤圆称“浮圆
子”,亦称“汤圆子”、“乳糖圆子”、“汤丸”、“汤
团”,生意人则美其名日：“元宝”.宋元元初时，汤圆已成
为元宵节的应节食品，所以人们又称它为“元宵”.

如今，北方叫元宵，南方称汤圆。元宵依馅论，分有馅和无
馅两种，有馅元宵又有咸、甜、荤、素之分;按制作方法分，
有手中搓制、元宵机制和竹匾水滚等诸种;按粉制区别，则有
糯米面、高梁米面等。

猜灯谜

玩灯是元宵节的一个重要项目。灯谜是元宵灯节派生出来的
一种文字游戏，也叫灯虎。将谜面贴在花灯上供人猜射，谜
底多着眼于文字意义，并有谜格24种，常用的有卷帘、秋千、
求凤等格，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中国最大的一次
灯谜盛会是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九城市灯谜会猜”,设有灯
谜上万条，3天里参加的人次达两万多人。

赏花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
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
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
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
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
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



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
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
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
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
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
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
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
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
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
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
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
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
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
游走，好生男孩)。

踩高跷

踩高跷是民间盛行的一种群众性技艺表演。高跷本属我国古
代百戏之一种，早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我国最早介绍高跷的是
《列子·说符》篇：“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
使见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趋并驰，弄七剑迭
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从文中可
知，早在公元前五百多年，高跷就已流行。

表演者不但以长木缚于足行走，还能跳跃和舞剑，高跷分高
跷、中跷和跑跷三种，最高者一丈多。据古籍中记载，古代
的高跷皆属木制，在刨好的木棒中部做一支撑点，以便放脚，
然后再用绳索缚于腿部。



表演者脚踩高跷，可以作舞剑、劈叉、跳凳、过桌子、扭秧
歌等动作。北方的高跷秧歌中，扮演的人物有渔翁、媒婆、
傻公子、小二哥、道姑、和尚等。

表演者扮相滑稽，能唤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南方的高跷，扮
演的多是戏曲中的角色，关公、张飞、吕洞宾、何仙姑、张
生、红娘、济公、神仙、小丑皆有。他们边演边唱，生动活
泼，逗笑取乐，如履平地。

据说踩高跷这种形式，原来是古代人为了采集树上的野果为
食，给自己的腿上绑两根长棍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跷技活动。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是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
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在清明节扫墓。按照旧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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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
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
行。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而有趣的，人们会举行马球比赛、插柳
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
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
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
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也是我国古代清明节的习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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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秋千多用树丫枝为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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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小朋友



们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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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风筝，夜间也放。夜里在风
筝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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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四

中国人习惯将每年的1月1日称为“元旦”，“元旦”一词是
如何来的呢?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
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
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元旦”一词，是中国古代的“土产”。中国很早就有
过“年”的习俗。“年，谷熟也”，也就是人们庆祝丰收的
节日。

每年的1月1日为元旦，是新年的开始。“元旦”是合成词，
按单个字来讲，“元”是第一或开始的意思，“旦”字的原
意是天亮或早晨。我国在发掘大汶口文化遗物中，发现一幅
太阳从山巅升起，中间云雾缭绕的图画。经考证，这是我国
最古老的“旦”字写法。后来，在殷商的青铜器铸铭上，又
出现了被简化的“旦”字。



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夏朝的时候产生了“夏
历”，就现在的“农历”。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岁首
这天就叫“元旦”。

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
(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
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
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
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世界各地元旦习俗

中国

由于农历新年的存在，中国的元旦习俗相对并没有国外那样
隆重。

北方的元旦习俗：

我国的北方冬季天气寒冷，昼短夜长。从元旦开始，农闲的
百姓杀猪宰羊，盘腿坐在土炕上，聊聊家常，不干活，不出
门，直到正月十五才结束。因天气寒冷，东北元旦饮食主要
以冻品、腌菜、乱炖为主。像冻饺子、酸菜炖粉条、腌雪里
红等都是元旦必备的食物。

北京小孩子新年要吃冰糖葫芦，象征着新的一年红红火火。
文俗方面：扭秧歌、踩高跷，东北二人转，都会在庙会上接
连表演。天津剪窗花，贴对联，文娱活动应接不暇。山东在
元旦这一天学生向孔子神像拈香祭拜，以期待来年金榜题名。

南方的元旦习俗



在江浙一带，元旦时节把竹竿束于草上，点火燃烧，称
为“庆田蚕”。绍兴元旦会用“茶碗茶”待客，有的还要放
入橄榄和金桔，称为“捧元宝”。

在福建，闽音“春”与“剩”相同，元旦吃饭时要在米饭上
插上红纸做的花，俗称“春饭”。春饭是“年年有余”的象
征。在广东，元旦拜年时，长辈会以红包或柑橘赏给晚辈，
也是吉祥如意，来年结余的象征。

蒙古

新一年到来，蒙古老人会装扮成牧羊人的样子，穿着毛绒的
皮外套，头戴一顶皮帽，手拿一根鞭子，不停地把鞭子在空
中抽得啪啪响，以示驱邪祝福。

中国元旦的故事

在4000多年前远古的尧、舜盛世之时，尧在位时勤政于民为
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才不太
成器，他没把“部落联盟”的首领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
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舜。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
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

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那样亲民爱
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后来人们把尧死
后，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
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五

元旦节（一）

今年的元旦过得可不一般，因为我参加了我们这边举办的元
旦长跑。这次长跑让我懂得了很多，让我过了一个有意义的



元旦。

在元旦长跑里，我遇见许多同学，他们各个都精神饱满，都
说要赢得冠军。再看看，周围人头济济，想必会有一场龙争
虎斗。

我在青少年甲组。我们大多数是中学生。长跑是从红绿灯开
始。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整个人群开始移动。先是快速地
移动着，渐渐地，大家的力气都消耗得七七八八，于是速度
就慢了下来。幸好我有先见之明，开始时匀速而跑，在接下
来有力气冲刺。

我们跑啊跑，跑到了转弯的交接处时，有的人就从中间横贯
过去来抄捷径。那个可是个大弯道，如果抄捷径至少可以省
去1公里的路程。越来越多的人从那儿过去。我看了看，想：
走捷径吗？走，可以省去好多路程，节省好多时间和体力。
但是，却是撒谎的行为。不走，虽然坚守了诚实，但是却要
耗费大量的体力和时间。我走还是不走？我停下来，自己和
自己辩论着。这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见我停下来，就对
我说：“小兄弟，为什么不跑啊？人生贵在坚持与诚信，加
油啊。”我听了这一番话，心中便有了方向。我绕开抄捷，
向原来的道路跑去。

我跑了好久才跑到走捷径一会儿就到的地方，但是我并不后
悔当初的选择，因为我坚守诚信，是个诚实的人。现在，我
看见终点了，可是，我的体力也不多了。我坚持着。一米，
一米，又一米。近了，近了，又近了。终点在望，加油，就
胜利了。我一鼓劲向前冲去。我冲线啦。我最后虽然没有名
次，但我依然感到高兴。因为我是一个问心无愧的人。

经过这件事，我学会了做事要讲诚信，要坚持下去。这样，
就算你不是冠军，但你一定不会是失败者，而是你自己心中
的赢家。



中秋节（二）

我喜欢的中秋节又要来到我的身边了。在我的家乡中秋节有
互相串门拜访的习俗。然而我们家的亲戚居住得都比较分散，
他们都居住在不同的地方而且距离得比较远，所以我们家的.
中秋节情况比较特殊，经常是需要两头奔波。

中秋节的前两天，我和妈妈急匆匆搭车去澧县外婆家提前送
中秋礼。乘车的时候，我看见很多人都提着月饼礼盒，我也
不例外。我想，中国传统的四大节日一定都蕴涵着深刻的含
义。中秋节的含义是就是中秋团圆，团团圆圆。中秋节有一
个习俗，就是全家人一起吃月饼，寓意是一家人从此团团圆
圆，永不分离。

从外婆家送完中秋礼回来以后，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
办法到乡下奶奶家去，于是就派爷爷做代表，将我们每一个
人的祝福送到。

中秋节早上，吃过早饭，妈妈准备为过中秋节做一顿丰盛的
大餐。妈妈一进菜市场就直奔卖鸡鸭的地方，我也跟着凑过
去。我跑过去一看，觉得十分奇怪，平常买鸡买鸭都是现场
杀，可是今天鸭子已经杀了二十多只，随时准备卖出去，而
鸡却没有杀好。我问爸爸为什么，爸爸说这是常德人过中秋
的特殊习俗，就是吃鸭子。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晚上，我将坐垫和桌子摆在阳台的地板上，桌上摆着一个圆
盘，圆盘上有四个杯子，里面都装满了水，代表团团圆圆，
桌上还有我最爱吃的毛豆。我们幸福的一家三口在坐垫上，
一边吃毛豆，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真是其乐融融。其间，
我们还做了个有趣的游戏，叫成语接龙。规则是如果超过一
分钟接不上就算失败，失败的人罚喝一杯白开水。刚开始，
我们都接得很迅速，到后来，我就有点江郎才尽的感觉了。
为此，中秋节的晚上我可没少喝水，害我一晚上上了很多趟
卫生间。



每年的中秋节都各不相同，今年的中秋节又别有一番风味。

端午节（三）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
舟下水喜洋洋。”听到这首儿歌，就让我想起了端午节。每
年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

端午节要插艾枝，悬艾虎。端午节这天一早，人们将艾枝插
在门上，或用艾蒿编织成“艾虎”，在门楣中央或带在身上，
驱虫避邪，以保安康。

端午节要画门符。端午节这天，人们将蝎子、蜈蚣、毒蛇、
蛤蟆、壁虎“五毒”形象的剪纸做门符。据说这样做，是为
了驱“五毒”，防瘟疫。

端午节要带香包、系五彩丝线。香包是用棉制品和丝线绣的，
包里除了装些雄黄、苍术外，还要装香草配成的香料，戴在
身上起驱虫除秽的作用。五次丝线象征五色龙，系五色线可
以降服妖魔鬼怪。

端午节要吃粽子。早晨，家家吃粽子纪念屈原。一般是前一
天把粽子包好，夜间煮熟，早晨食用。包粽子主要是用河塘
边盛产的嫩芦苇叶，也有用竹叶的，统称粽叶。粽子的传统
形式为三角形，一般根据内瓤命名，包糯米的叫米粽，米中
掺小豆的叫小豆粽，掺红枣的叫枣粽；枣粽谐音为“早中”，
所以吃枣粽的最多，意在读书的孩子吃了可以早中状元。过
去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天，早晨都要吃枣粽，至今中学、
大学入学考试日的早晨，家长亦要做枣粽给考生吃。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
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
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
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



端午节真是一个有趣的传统佳节！

圣诞节（四）

20**年的圣诞节是一个开心的日子。一想起来，我的心里就
会盛开一朵灿烂的花，快乐而激动。

圣诞节那天，天格外寒冷。但寒冷的天气丝毫也挡不住圣诞
节快乐的脚步。街上的商店门前都摆上了美丽的圣诞树，超
市里的员工也戴上了可爱的圣诞帽。看着这些，我们这些小
鬼心里乐开了花。因而，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圣诞庆祝会的
想法便油然而生。

经过策划，下午我们在黑板上画上了大胡子圣诞老人，在窗
户上喷上了洁白的雪花，还在教室中央放上了一棵缀满星星
的圣诞树。同学们围着圣诞树转啊，跳啊，可高兴了，教室
里顿时洋溢出节日喜庆的气氛。

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会的到来。第一个节目是笛子合奏《友谊
歌》。笛声悠扬动听，使我们也忍不住在观众席上轻轻吟唱
起来。不知不觉，这个节目在同学们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
接着，我们连忙喷出美丽的雪花彩带迎接着下一个节目——
笑话。表演者是高个子龚关和捣蛋鬼张振宇。他们风趣幽默
的对话和滑稽的动作表演，惹得我们个个捧腹大笑。

看着这些美丽的花瓣，我想：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圣诞老
人不仅成了我们最可爱的伙伴，而且是位和平的使者。

泼水节（五）

讲到傣族，人们都会不约而同的想到傣族泼水节，那盛大的
场面，不由得让人心神向往！

泼水节即傣历新年，是西双版纳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其间丰



富神奇的活动内容，吸引着国内外无数游人，泼水节一般为
三至四天，第一天为除夕，是送旧岁的日子，常有划龙舟、
放高升等传统活动（放高升即燃放自制的土火箭）。第二天
（或第三天）为空白，它不属于旧的一年，也不属新的一年，
而是旧年和新年之间的空日子，所以，这一天（或两天）人
们可自由安排活动。第三天为傣历的元旦，也是傣历年中最
热闹的一天。传说是“日子王到来的一天”。这一天清晨人
们便身着盛装开始忙碌做一些佛事活动。到午时忙碌的妇女
们便担水为佛洗尘（即“浴佛”），求佛保佑傣家在新的一
年里万事如意。至此欢乐的泼水活动便开始了。

泼水是泼水节最主要的传统活动，人们相互泼水、相互祝福，
傣家人常说：“一年一度泼水节，看得起谁就泼谁”。泼水
传递了男女青年们真挚的友谊和爱情，泼水表达的人们相互
间的祝福，圣吉的水把人们一年的辛劳汗水、烦恼、忧伤冲
得干干净净。把欢乐和圣水洒向远方来客和过路人。以示对
客人的尊敬和欢迎，把友情传给四面八方的朋友。传统活动
还有丢包求偶、跳孔雀舞和雄壮潇洒的象脚鼓舞、文艺表演、
体育竞赛、商贸交易、物资交流等。

夜晚，当你躺在草坪上时，你就会看到一盏盏孔明灯从草坪
上缓缓上升，带着人们的愿望，飞上天空。

泼水节是傣族人民心中神圣的节日，也是傣族人民心中快乐
的节日！如今的大中国真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啊！

传统节日元旦手抄报内容篇六

中国的“元旦”这一概念，历来指的是“正月一日。“正
月”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
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时期的夏历以春一月为正
月，商时期的殷历以冬十二月为正月，周时期的周历以冬十
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冬十月为正月，即十月



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规定春一月为正月，把一月的第
一天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

“正月一日”在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正”，晋代
庾阐《扬都赋》一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元会大享
歌皇夏辞》一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朝观
军仗归营》一诗中谓之“元朔”。

阳历始日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建
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
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
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称为“元旦”。各省都
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把农历的正月一日叫
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称为“元旦”，不过当时并没
有正式公布。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
大总统，在就职誓词中，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元年元旦”为
结尾。这就是中国“元旦”的来历。

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
即我们所说的阳历。元旦，指西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

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夏历正月初一恰在二十
四节气中的“立春”的前后，因此便把夏历正月一日改称
为“春节”，公历1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
列入法定假日，成为全国人民的节日。

每年1月1日，标志着新一年的到来，人们习惯将这一天称
为“元旦”，俗称“公历年”、“阳历年”或“新历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