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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调查报告(通用8篇)

环保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更
要实际行动起来。环保宣传语要具有感染力，能够引起受众
的共鸣和思考。绿色生活，从小事做起，关爱环境，人人有
责。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一

春联是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桃梗”演变而来的。《淮
南子》上说，桃符(即桃梗)是桃木刻成的。上面刻着灭降福
的咒语，一年一换。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过春节时心血来潮，
令人将桃树削片，他提笔在上面题写了联句：“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
称的正式诞生，则在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
曾在除夕时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
年”。以后，春联得以推广，沿袭至今过年时，各家各户都
要贴春联。

2.年夜饭

在大年30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当然，这
是新年的第1餐正餐，既可以在自己家里吃，也可以在长辈家
里吃.

3.徐夕夜晚上0时放鞭炮

在大年三十晚上的0时整放鞭炮也是一种特殊的习俗，它寓意着
“辞旧岁，迎新春”.对于迎接新春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守
岁”这么说吧，“守岁”其实就是指从大年30到初一期间不
睡觉.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这是玩的最好时间.当然这也
不是尽然的，有些老当益壮的老年人也会和着年轻人们一起



闹新年呢!

4.给红包

给红包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要分钱给后辈，能挣钱
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些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要很讲
究地装在一个利市包中.这俗称为“压肚腰”，意谓一年从头
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富裕裕。

5.拜年

给家人邻居拜年也是有规矩的，在大年初一，必须去爷爷奶
奶家拜年，初二的时候则必须去外公外婆家拜年，只有到了
初三和初四才能外出给街坊邻居家和朋友家拜年.

总之，新年新开始.我相信在充满激情、热闹的里，我们所有
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二

春节来临，人们都沉浸在春节带来的欢乐气氛中。人们互相
祝福和祈愿，日子越过越红火。春节有很多传统的习俗，从
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每个地方的过节习俗都各具特色。就
让我来说说我家乡的春节习俗吧！

每到过年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扫屋除尘，寓意是把前
一年的霉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美好
愿望。其次就是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对联上写着各不
相同的祝福，象征着人们对往后的美好愿望。门口上挂着火
红的大灯笼，就像闪烁的星星，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

除夕之夜，人们燃放烟花爆竹，五彩斑斓、各式各样的烟花
直冲云霄，有的像一颗颗小流星仰望这片天空，从空中瞬间
滑下；又像一川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壮观极了！传说放鞭炮是为了驱逐一个叫“年”的怪兽。随
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发展，燃放鞭炮会污染空气、破坏生
态。这就提醒我们要爱护环境，减少对鞭炮的燃放。

传统的习俗有很多，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吃年夜饭和拜年。年
夜饭还叫作团圆饭，桌子上摆着丰盛可口的美食，让人一看
馋的直流口水。全家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品尝着美食，好不
惬意！我感觉一年之中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吃团圆饭了。大
年初一，我们都穿着新衣服去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会给我们
“压岁钱”。表示镇恶驱邪，希望我们晚辈平平安安、健健
康康的成长。

春节，还有好多的习俗。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带来了传承，
让我们更深刻认识了历史！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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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又到了春节。在阵阵清脆的鞭炮
声中，在小朋友们的欢呼声中，它闪亮登场。

虽然觉得现在过年的年味淡了许多，但还是抑制不住心中的
喜悦和兴奋，因为过年的时候可以穿新衣服，收压岁钱，和
朋友们一起疯玩......

贴春联是春节必有的节目。说起它还有讲究哩！贴春联的东
西不能用透明胶和双面胶，因为它们刚贴上的时候会很牢固，
但当它们的叫风干了之后，就会失去粘性，春联会自动脱落。
这时，古时候的老方法就派上了用场。用白面和少量的水打
成糊状，再倒到开水里搅拌几下，浆糊就做好了，然后再用
炊炊把它涂到贴春联的地方，贴上春联就大功告成了。用这
样的方法会让春联一直牢固不掉，直到下一年春节有人把它
撕掉。试试看吧！



饺子这种食物有着悠久的历史，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而且每年大年三十都要包饺子吃，那么，你们知道饺子的由
来？而又为什么要在大年三十吃饺子呢?传说东汉末年，“医
圣”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后辞官回乡。正好赶上冬至这一
天，他看见南阳的老百姓饥寒交迫，两只耳朵冻伤，当时伤
寒流行，病死的人很多。张仲景总结了汉代300多年的临床实
践，便在当地搭起了一个医棚，支起一面大锅，煎熬羊肉、
辣椒等驱寒提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形状，煮熟之后连
汤带食赠送给穷人。老百姓从冬至吃到除夕，抵御了伤寒，
治好了冻耳。从此乡里人与后人就模仿制作，称之为‘饺
耳’或‘饺子’。不过现在的饺子大多数自己做的就是萝卜
和肉了，反正我就没吃过用羊肉做的。

春节习俗作文结尾：当然，说到春节还有很多习俗，我就不
都说了。祝大家鼠年快乐，要咩有咩！我去吃饺子喽，拜拜！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四

春节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至今最隆重、最盛行、和人们关
系最为密切的节日。它产生于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之下，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着浓厚的生命意识。下面是
本站小编带来的小学生春节习俗手抄报图片,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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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的变化篇五

中国的.春节有有许许多多的传统。比如在我们广州，第一个
传统肯定是逛花市，因此广州的别称是花城。

每年广州的人们都要到天河体育中心和许多地方去逛花市。
在花市上，有红、紫、白、黄......各式各样的鲜花，有一
根根的，也有一束束的，真是玲琅满目，目不暇接!第二个传
统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回家吃年夜饭。每个人到了过年的
时候，肯定会思乡。所以中国就有了这么一个传统——过年
回家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第三个想都不用想了，那就是拜
年。在旧社会，由于大家的出行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所以人
们只好冒雪登门拜访和拜年。

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会这样登门了拜年。因为现在大家都
有了手机，只要随便按一个微信语言通话或视频通话，就算
是在万里之外的外国，也能跟有手机的亲人或老乡说话了。
第四个传统来自于一个传说。传说以前有一只叫“年”的小
怪物，只要一到过年，它就要作恶。

为了吓跑它，人们想出了用对联和烟花来吓跑小怪物的方法。
所以至今每家每户门口过年时都有贴春联的传统。

有南方的春节传统，就肯定有北方的春节传统。实际上，南
方和北方的春节传统差不多，大家都是拜年和吃年夜饭。但



是，北方的年夜饭很特别，因为北方和南方温差较大，北方
寒冷，南方温暖，南方主要是种植水稻，而在北方则主要种
植小麦。所以南方人过年吃年夜饭以大米和蔬菜为主，北方
人则以吃饺子或者小麦包为主。

北方还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剪窗花，人们剪的形态各异的窗花
像小狗，像小猫，又似青蛙。而且只有大师才能刻出窗花来，
它们都是经过一刀一划刻出来的，简直是惟妙惟肖。

此外，北方因为有冰和雪，所以他们比南方人特殊一些，他
们建起了许多的滑雪场，这样春节溜冰和滑雪就给大家的春
节带来了更多的快乐。并且，北方的人们还可以把冰雪收集
起来加工成冰雕，让人们欣赏美丽的冰雕。

看看我们的春节传统多么有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中国
的传统文化!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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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这首诗《元日》向我们展现了春节这个
古老的节日里，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景象，今年春节，通过我
对我们当地过节的`一些习俗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以下报告：

一、春节的习俗主要有哪些

在王安石的诗里，我们看到有放鞭炮、贴福字的习俗，这样
的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依然盛行，除了这些以外，其
实还有春联、年夜饭、守岁、拜年、压岁钱等等。

二、春节习俗的时间顺序

我们家今年春节是在爸爸妈妈放假以后正式开始的，首先是
贴春联和福字，到了除夕的晚上，在吃年夜饭之前要先放上



一挂鞭炮，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而且年夜饭一
定要吃饺子，吃完饺子就是守岁了，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春节
联欢晚会成了大家守岁时的主要节目，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
在守岁的时候打开电视机，观看春晚，等到了晚上十二点，
也就是子夜时分，新旧交替的时候，还要再放上一挂鞭炮，
迎接新的一年到来，然后就可以睡觉了，大年初一早上醒来，
好像还要放炮，然后就是拜年发压岁钱，后面的几天基本上
都是拜年的系列，什么初二回娘家，走亲访友了这一类的。

三、春节习俗的讲究和来历

首先说说春联，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
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
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
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
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
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春联的种类
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
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
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
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
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
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
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
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
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
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在贴春
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
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
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
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
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



已到”。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
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春节
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
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
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
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今年春节，
大姨就带着我买了一对儿小龙模样的卡通年画，还是立体效
果的呢，可爱极了!

然后说说年夜饭和吃饺子。真正过年的前一天叫除夕，也是
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
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所以春运也成了中国独有的现
象。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做成饺子皮，再用皮包上馅，馅的
内容是五花八门，各种肉、蛋、海鲜、时令蔬菜等都可入馅，
我们家经常吃的是把瘦肉、香菇、韭菜、小茴香馅，再放上
一点炸过的花生米碎，今年我在大姨家又学了一招，放点莲
菜，也特别的好吃。

正统的饺子吃法，是清水煮熟，捞起后以调有醋、蒜末、香
油的酱油为佐料沾着吃。也有炸饺子、烙饺子(锅贴)等吃法。
因为和面的“和”字就是“合”的意思;饺子的“饺”
和“交”谐音，“合”和“交”又有相聚之意，所以用饺子
象征团聚合欢;又取更岁交子之意，非常吉利;此外，饺子因
为形似元宝，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
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

最后说说拜年。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
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
祝来年大吉大利。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同族长带领
若干人挨家挨户地拜年;有的是同事相邀几个人去拜年;也有
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称为“团拜”，听妈妈说，他们单
位每年都要举行团拜仪式，所有的同事在一起恭祝新年。由
于登门拜年费时费力，后来一些上层人物和士大夫便使用贴
子相互投贺，由此发展出来后来的“贺年片”。随着科技的



发展，拜年的形式更是花样翻新，电子邮件、短信、微博等
等，更加简便快捷，表达了大家对新年的祝福。

春节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压岁钱一般是由家长用红纸包裹分给孩子
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当众赏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
睡着时，由家长偷偷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现在长辈为晚
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然盛行。我今年也收到了不少的压岁
钱呢!

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喜欢的还是放鞭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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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其
起源很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
庆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娱乐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欢
愉和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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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嫁、建房、
开业等，都要燃放爆竹以示庆贺，图个吉利。每年春节爸爸
妈妈都会去买上一些鞭炮，当然也会给我买一些适合孩子放
的鞭炮，假期里我和院子里的小朋友时不时的就约着一起到
院子里放炮玩，哈哈，可好玩了!

以上是我对春节期间有些习俗的研究，通过观察、询问、查
资料等方式让我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春节有了更深的了解，也
被我们渊源流长的文化所吸引，更为我是一个中国的孩子感
到骄傲!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七

春联是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桃梗”演变而来的。《淮
南子》上说，桃符(即桃梗)是桃木刻成的。上面刻着灭降福



的咒语，一年一换。五代后蜀皇帝孟昶在过春节时心血来潮，
令人将桃树削片，他提笔在上面题写了联句：“新年纳余庆，
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春联了。至于春联这一名
称的正式诞生，则在明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都金陵后，
曾在除夕时下旨：“公卿士庶之家，须写春联一副，以缀新
年”。以后，春联得以推广，沿袭至今过年时，各家各户都
要贴春联。

在大年30晚上，家家户户都会团聚在一起吃团年饭。当然，
这是新年的第1餐正餐，既可以在自己家里吃，也可以在长辈
家里吃。对于团年饭的菜式和菜数都是有很严格的规矩的。
在我们家。每年的团年饭上都得有8道菜，其中鱼和鸡是必不
可少的菜。鱼象征年年有余，而鸡又是广东人最喜欢的食物。
它们都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呢！

在大年三十晚上的0时整放鞭炮也是一种特殊的习俗，它寓意着
“辞旧岁，迎新春”.对于迎接新春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守
岁”这么说吧，“守岁”其实就是指从大年30到初一期间不
睡觉。对于大部分年轻人来说，这是玩的最好时间。当然这
也不是尽然的，有些老当益壮的老年人也会和着年轻人们一
起闹新年呢！

初一早，不少舞狮班及英歌队敲锣打鼓到各村各户参拜贺年，
主人燃放鞭炮以迎。初二、初三日乡镇会组织有庆新春文娱
活动。如映电影、赛球、书画展、猜谜语等。白天夜晚人们
成群结队尽兴游赏观看，一片迎春的`热闹喜乐气氛。

给红包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项，长辈要分钱给后辈，能挣钱
的后辈也要送钱给长辈。这些钱不能直愣愣地送，而要很讲
究地装在一个利市包中。这俗称为“压肚腰”，意谓一年从
头到尾，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富富裕裕。

给家人邻居拜年也是有规矩的，在大年初一，必须去爷爷奶
奶家拜年，初二的时候则必须去外公外婆家拜年，只有到了



初三和初四才能外出给街坊邻居家和朋友家拜年。

总之，新年新开始。我相信在充满激情、热闹的20xx年里，
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春节习俗的变化篇八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是我
国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怎样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
展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风俗习惯。

扫尘

它以工整、简洁、精美的文字表达美好愿望。每逢春节，无
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选一幅大红春联贴在门上，
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
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福”字指福气、福
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有
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
到”。

守岁

除夕之夜，全家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
通宵守夜，象征着把一切不好的事物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
吉祥如意。

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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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除旧迎新。



这就是美好的春节习俗，我期待着2014年春节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