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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一个研究项目开始时所撰写的一份书面材料，它
能够具体描述研究的目的、背景、方法和预期结果等内容，
对于项目的顺利进行非常关键。竞聘报告是一种提供自我分
析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可以更好地展示个人的优势和特长。
如何撰写一份成功的竞聘报告是许多人关注的问题。以下是
一些成功竞聘者的竞聘报告的关键点分析，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一

专属于中华儿女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华儿女的象征。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它不仅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生活娱乐和文化
心理，而且还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而在
这举国欢庆的节日，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自会揭竿而起：

我国过年历史悠久，在传承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
习俗，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如办年货、扫尘、贴年红、团年
饭、守岁、压岁钱、拜岁、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烧
炮竹、烧烟花、掼春盛、年例、祈福、逛庙会、上灯酒、赏
花灯等习俗。我的家乡安徽亳州，自然也不会例外。

今年，与往常不一样，是我要开始和父亲一起出去拜年的日
子。按家乡的说法，男子到了一定年纪，要同父辈一起给村
中长辈磕头拜年，愿平安一年。从除夕夜开始，我就兴奋不
已，终于在睡着4个小时后，开始了：清晨，我与父亲踏着芳
香的泥泞，走到我们的队伍（分为很多的队伍，分开拜年），
经过漫长的等待，人齐了以后，终于出发。我们去了4家，看
着老人们欣喜又欣慰的脸庞，我们大家也无比高兴。不管别
处，相信在我的老家，这给老人拜年的习俗永不会被打破，



因为它提现了我们的孝心，我们对长辈的爱戴与尊重以及我
们期待未来更加没好的心情。

由于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的中国年过得愈来愈有滋味，各类风俗也过得风生水起。但
弊端多的必须抛弃，希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璀璨文化能够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二

北方的“年”是从腊月二十三开始的。小年的前几天，家家
打扫房屋，意为不让灶王爷把土带走。

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
王爷本是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
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司令”。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
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年腊月二十三，灶
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告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
罚。

在古代每逢这天，各家各户都推磨做豆腐，而在现代，由于
物品丰盛，人们早已不做这项习俗了。

这一天主要筹备过年的肉食。杀猪，当然是杀自家养的猪;割
肉，是指没养猪的人到集市上去买过年吃的肉。

是说这天除了要宰杀自家的家禽，还要上店赶集，集中采购。
主要是买卖年节物品。例如：鞭炮，春联，香烛、烧纸，牛
羊肉等。总之，春节所需物品都在置办之中，因此，这天街
上也十分红火热闹。

所谓贴花花，就是张贴年画、春联和窗花。贴春联的习俗源
于古代的桃符。古人以桃木为辟邪之木，《典术》曰：“桃
者，五木之精也，故厌服邪气者也。”到了五代时，后蜀君



主孟昶雅好文学，也每年都命人题写桃符，成为后世春联之
滥觞。后来，造纸术问世，才出现了以红纸代替桃木的张贴
春联习俗。

对于祖先的祭拜，在我国由来已久。大多数地区在二十九日
早晨请祖。

指中国及其他汉文化圈地区的农历一月一日的前一天晚上，
一般这一天，是人们吃喝玩乐的日子，北方人包饺子，饺子
形似“元宝”，是吉祥如意的'好兆头。

大年初一早晨，家家户户开门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红炮竹，即
保证爆炸以后，红的纸屑能够遍地铺满，爆竹声后，碎红满
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象征新年的日子红红火火。
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这时满院瑞气，喜气洋洋，这
就是“开门爆竹”一说。而且满院的爆竹碎红是不能扫的。
如果非要扫，必须从屋子周围扫到中央，这称为“聚财扫”，
据说这样才可以聚集财气。同时，这一天，不能往外泼水倒
垃圾，怕因此破财。

农历正月初二初三，是出嫁女儿回娘家的日子，依照古时习
俗，女子无故不得擅自回娘家，所以这一天娘家的兄弟必须
前往男家迎接，邀请姊妹们回娘家聚会，一顿家宴之后，再
回家探亲。但这一道手续在现代已简化成了电话邀请。

通常不会外出拜年，希望避免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

俗话说“送神早，接神迟”，所以送神要在大清早，接神却
在下午四点左右。家家户户备牲礼果菜，并焚香、烧纸、放
鞭炮以示恭敬。

元宵节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有观灯等习俗，故又称灯节。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日子，也是亲朋好友团聚的日子，在这



一传统节日期间，人们祭奠祖先，除旧布新，祈求丰年，活
动形式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三

1.调查地点：家里

2.调查内容：特色年货

灌香肠了!妈妈先准备了薄如蝉翼的小肠皮，再把猪肉切碎。
接着就是靠真本事的时候了：妈妈在碎猪肉里掺上盐、味精、
料酒和各种调味品，再搅拌着。然后用灌香肠的专用工具，
在小的那头套上小肠皮，大的那头往里面加上猪肉。这个工
艺的要求就更高了：要求用力均匀，用料均匀，这样子做起
来的香肠才好看。

香肠做好了!看着这红白相间的精美的香肠，我谗得直流口
水!

1.调查地点：小姑家

2.调查内容：小屋面貌

一大早，妈妈就拉着我起床，说是要去小姑家拜年。我兴高
采烈地，恨不得立即就坐飞机去小姑家。

妈妈把饼干和牛奶等礼品放在车踏板上。不一会儿，就到了
小姑家。我乐呵呵地想：小姑看见我和妈妈来她家，肯定会
吓一跳吧!“叮咚——叮咚——”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姑打开大门，定睛一瞧：是我和妈妈，果然顿时怔住
了，30秒过后，才反应过来。连忙叫我们两个人进门，还边
走边“责怪”：来我家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一点心理准备也没
有!”我和妈妈只能在后面偷笑。



进了屋，妈妈叫我把“年礼”拿出来，送给表弟。弟弟傻笑
着，开心地把我拉回房间吃饼干去了。妈妈也和姑姑互报祝
福。整个小屋里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我们被幸福包围着。

再来看看这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豪华但令人心情愉悦;
桌子上换上了新的桌布，冰箱里买了好多蔬菜水果……一切
都意味着：新的一年来临，我们要焕发新的活力!

1.调查地点：我家

2.调查内容：卫生工作

;因为我的管辖区是两间卧室。

“滴答——滴答——”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沾
满了汗珠，但各自的“包干区域”也差不多可以收工了。看：
窗台上一尘不染;地面几乎是一面光滑的明镜子一样;桌面被
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客厅的两盆幸福树也被我们把上面的枯
枝剪掉了……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现在看着这屋子里窗明
几净、清清爽爽，心情便跟着舒畅起来了。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四

xx年xx月xx日

查资料，询问长辈

了解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我国人民最重视的节日。每当春
节期间我国各地方人民都会举行各种活动来庆祝，这些活动
有很多是从历史的长河中遗留下来的，并形成了地方风俗。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是一年的第一天，又叫阴历年，



俗称“过年”。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
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春节的前奏要数小年了。

1、小年

小年是我国汉族传统节日，也被称为谢灶、祭灶节、灶王节、
祭灶，在不同的地方日期不同，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
或二十五。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
据说这一天，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报告这一家人的善
恶，让玉皇大帝赏罚。祭灶时，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
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面前说坏话。“男不
拜月，女不祭灶”的习俗，因此祭灶王爷，只限于男子。过
了二十三，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
更加热烈了。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尘，扫尘为的是除旧
迎新，拔除不祥。过了小年，便迎来除夕。

2、除夕

除夕又称大年三十，初夜，岁除。除夕是一年中最后一天了，
含有旧岁到次夕而除、明日即另换新岁的意思，一般指农历
二十九或三十。这天，一早起床，男子准备贴对联，福等。
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家中女子
便开始忙碌起年夜饭来，年夜饭又称团圆饭，我们年夜饭中
一般都有鸡，鱼，肉，汤圆这四道菜，鱼的意思是年年有余，
汤圆的意思是团团圆圆。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愉快最热
闹的时候，一桌丰盛的菜，和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
饭。我的家乡每家每户吃年夜饭时会先放挂鞭炮，然后关上
门一家人坐一起和和美美吃团圆饭。年夜饭过后，孩子们会
得到长辈给的“压岁钱”又称守岁钱等。因为是用红色的袋，
故又称红包。在大年三十傍晚时分，在祖宗像前点上香烛，
倒上美酒，摆上菜肴，全家人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表
达“慎终追远”的感情。等各位先人用过年夜饭之后，人们
才开始享用。



3、汤圆

过完除夕，便迎来了新的一年，接下来的几天，父母会带领
孩子到亲朋好友家祝贺新春。

4、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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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正月初一早上每家每户放鞭炮
迎接新的一年。初一的早晨我们各家都会准备好果盒，糖果
和各种各样的食品。初二，父母会带我们到外婆家拜新年，
那天一早父母会带上很多礼物比如烟酒饮料等，去外婆，外
婆则准备一桌丰盛的伙食招待我们。接下来的几天，便到亲
戚朋友家拜访，同样主人家会准备一桌美味佳肴招待客人。

专属于中华儿女的传统节日——春节，是中华儿女的象征。
百节年为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它不仅集
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信仰、理想愿望、生活娱乐和文化
心理，而且还是祈福、饮食和娱乐活动的狂欢式展示。而在
这举国欢庆的节日，不同地域的民风民俗自会揭竿而起：

我国过年历史悠久，在传承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
习俗，有许多还相传至今，如办年货、扫尘、贴年红、团年
饭、守岁、压岁钱、拜岁、拜年、舞龙舞狮、拜神祭祖、烧
炮竹、烧烟花、掼春盛、年例、祈福、逛庙会、上灯酒、赏
花灯等习俗。我的家乡安徽亳州，自然也不会例外。

今年，与往常不一样，是我要开始和父亲一起出去拜年的`日
子。按家乡的说法，男子到了一定年纪，要同父辈一起给村
中长辈磕头拜年，愿平安一年。从除夕夜开始，我就兴奋不
已，终于在睡着4个小时后，开始了：清晨，我与父亲踏着芳
香的泥泞，走到我们的队伍（分为很多的队伍，分开拜年），
经过漫长的等待，人齐了以后，终于出发。我们去了4家，看
着老人们欣喜又欣慰的脸庞，我们大家也无比高兴。不管别



处，相信在我的老家，这给老人拜年的习俗永不会被打破，
因为它提现了我们的孝心，我们对长辈的爱戴与尊重以及我
们期待未来更加没好的心情。

由于时代的变迁，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的中国年过得愈来愈有滋味，各类风俗也过得风生水起。但
弊端多的必须抛弃，希望中华民族的传统的璀璨文化能够一
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除夕

农历年的最末一天称岁除，这天晚上称除夕，潮汕习俗谓之
过年。

除夕前人们便忙碌张罗备办各式年货了：买鸡、鹅、鸭、鱼
肉；添制新衣饰；新购家具、器皿；选购年画、春联等。尤
其要买柑桔、青橄榄等水果作象征吉祥如意和迎送亲友的佳
果。旧俗过年前，男必新理发，女必挽面，现女子多为剪发
美容。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是神明上天述职之时。是日起，家家户
户大扫除，用物和被帐都行清洗，谓之采囤。

除夕前一二天，家家户户制作各式品，以备过年之用。

除夕日外出家人都得赶回家团聚。除夕夜全家围炉吃团圆饭。
饭后大人们给孩童、子女给父母上辈，分发压岁钱。是晚农
家水缸要贮满水，米缸要填满米，灯火不能熄灭，以象征岁
岁有余、年年不断炊的好兆头。

过年夜守岁之俗十分普遍。守候新春来临，新年钟声敲响，
家家户户鸣放鞭炮。

春节



农历正月初一日称元日，为新岁之首，春天之始。天方拂晓
喜炮声声，家家户户厅中大桌上，红盘盛满大吉（即柑，柑
大于桔，故称大吉）、青橄榄及各式精美糖果，门前张灯结
彩，晚辈向上辈敬茶祝福。这天多数人家要吃素，最少是早
餐不吃荤。早餐后大人携小孩带上大吉到亲友家拜年，主客
互致新正如意，恭贺发财添福等吉利话；主人请客以大吉、
槟榔（古俗敬槟榔，今用青橄榄代之），共品工夫茶，客人
赠上大吉贺主人吉祥如意，主人要以大吉回赠，俗谓转敬式
换吉，意在回敬美好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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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手摇万年青叶（俗谓摇钱树）或手
执书有招财进宝等吉利句小红纸贴于人家门上的；或是吹唢
呐、敲竹板、唱歌谣、做四句、说吉利话挨家贺年的，都趁
着讨点赏钱。初二、初三日乡村圩镇多组织有庆新春文娱活
动，除搭戏棚演潮剧、山歌剧、做皮影戏外，还有大锣鼓队、
虎狮队、英歌队、舞龙队等沿街挨村寨游行表演。今还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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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团年饭

家家户户的住宅打扮得焕然一新后，除夕将至。于是，主妇
们便忙着准备做一年之中最丰盛、最富意义的团年饭。团年
饭，顾名思义，是一家在过年时欢聚在一起吃饭，连故去的
老祖宗也不忘记的。因此，家家户户做好团年饭之后，首先
必须拜老公（祭祖宗）。祭祖时，应该将代表祖宗的香炉从
神龛上请下来安放在供桌上，然后焚香祷祝，请祖宗用餐。
然后长幼依序跪拜，这充分表现出潮人慎终追远、百善孝为
先的传统美德。祭毕，将祭祖用的饭菜重新热过，设大桌于
大厅，一家人团团围坚，这是每个家庭大团圆的美好时刻。
一家人不论平时天各一方，或者平时有多少疙瘩，这个时候
也应该欢声笑语，不能说伤心事或吵闹。



用过晚餐，家中主妇就忙着收拾饭桌，于是，一场大清扫活
动便开始了。这一次清扫不用很讲究，纯粹是为了清洁卫生
而已，不像年底的那一场，必须用松枝掇草扫刷。然后便生
炉起火，开始准备明天祭神的供品——斋菜。斋菜的种类很
多，有芋头做的，有番薯做的，也有的是用枣子做的，有的
则是用花生米、芋头与番薯合起来做的。做斋菜的料都应该
在下午时就准备完毕，让其晾干。炸斋菜时，等炉火生好的
时候，放上一口铁锅，注上大量花生油。等油沸时，用这些
料子拌以粉浆往锅里一放，它就在油锅里吱吱地冒气泡。熟
时，黄澄澄、香喷喷地格外诱人。这时，家中若有客人，女
主人就会献上新炸斋菜一盘，再泡上香醇的工夫茶，让你尝
尝遐迩闻名的潮汕小食的美味。

送压岁钱

送压岁钱是潮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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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用一块红纸包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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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趣的是，小孩临睡前，父母必将一张大面值
钞票放在小孩肚兜中，睡醒后即将钞票取回。

拜年，送大桔

拜年，又称为拜正。初一一早，人们起床穿好新衣后，第一
件事是自家对拜，往往是后辈先祝福长辈，然后长辈再给后
辈晓以期望。早饭后，就各自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拜年。潮汕
俗谚说：有心拜年初一、二，无心拜年初三、四。说的是拜
年越早越见其诚意。故此，有的人起床后就立刻向亲戚朋友
拜年去了，回来后才吃饭。

拜年的人，无论带了多少礼物，其中大桔（潮州柑）是不可
少的。大桔取其谐音大吉，带多带少都没有关系，但是不能
是奇数。拜年者进了亲友的门，应该看不同对象说不同的祝



语。对老人说新春如意寿比南山，老人会咧开没牙的嘴笑；
对有工作的人则说工作顺利、新年进步，听的人会觉得十分
顺耳；如果是做生意的人，最中听的莫过于新年大赚、发财
利市了；如果是正在读书的小孩，他们最希望的莫过于新年
学习进步、成绩突出。送他们这种祝语，他们会对你十分友
善。落座后，主人会殷勤沏上闻名遐迩的潮汕工夫茶待客。
临走，主人便会从来者的礼物中留下两个大桔，然后取出自
家大桔交换，意在互赠吉祥。有好诣诙谐者新正出门给人拜
年，往往只在裤兜里装上两个大桔，一一拜年后，裤兜里依
然是装着两个大桔不变。因此，民间有善诣者称年初的拜年
礼俗为换柑运动。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五

一、调查背景：

春节，是我国传统的节日。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
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五，
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我国的汉族和
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
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
内容。

二、调查目的：探究春节习俗，了解人们是如何度过春节的。

三、调查内容：

1、贴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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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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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放鞭炮：

每到春节，华灯璀璨，锣鼓齐鸣。鞭炮声

此起彼伏，为沸腾的大地奏起了新春之曲。空中流光异彩，
百花争艳，为佳节谱成了快乐篇章。

放鞭炮贺新春，在我国有两千多年历史。最早的爆竹，是指
燃竹而爆，，因竹子焚烧发出噼噼叭叭的响声，故称爆竹。
说起爆竹的起源，有个有趣的传说。《神异经》上说：西方
山中有焉，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
山魈惊惮，后人遂象其形，以火药为之。这是爆竹起源最早
的记载，说明当初人们燃竹而爆，是为了驱吓危害人们的山
魈。据说山魈最怕火光和响声，所以每到除夕，人们便燃竹
而爆，把山魈吓跑。这样年复一年，便形成了过年放鞭炮、
点红烛、敲锣打鼓欢庆新春的年俗。

春节放鞭炮，作为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的习俗，历史悠久，这
种活动，虽然可以给节日增添欢乐的气氛，但放鞭炮释放的
烟尘，溅出的火星，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引起火灾，一些烈



性爆竹每年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随着社会和人们的文明
进步，对春节放鞭炮这种习俗的弊端，已引起各界的重视。
以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制定了禁止放烟花爆竹的规定。

现未解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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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放鞭炮，作为我国人民欢度
春节的习俗，历史悠久，这种活动，虽然可以给节日增添欢
乐的气氛，但放鞭炮释放的烟尘，溅出的火星，容易造成环
境污染，引起火灾，一些烈性爆竹每年都会造成一些人员伤
亡。随着社会和人们的文明进步，对春节放鞭炮这种习俗的
弊端，已引起各界的重视。以前我国许多城市都制定了禁止
放烟花爆竹的规定。现未解除。

4、应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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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六

据资料介绍，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
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的祭灶，
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而民间在此期间的各种习俗，可以说由大年初一直到初七都
会有要求。要是真的全套做完也够烦的。

年初一：



一般是一家人团聚在家不出门，也不杀生，最好是吃斋，也
不能扫地;

年初二：

大年初二叫作开年。习俗是要吃开年饭，这餐饭一般备有发
菜、生菜、蚝豉、猪手，意在取其生财利路。吃过开年饭后
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夫婿要同行，回家时要携带礼品，这
在中国很多地区是重要的习俗。为什么必须在初二(各地风俗
不同，很多地方是初三)而不能初一呢?据说有以下的说
法：(1)迷信观念认定，已逝的老祖宗，年底说腊月28，有
说29或30)从天上回家享受供奉;(2)老祖宗如果看到家里有外
人，就不愿进家了;(3)已婚女人被认为是外人;(4)所以已婚
女人不能在家里过除夕、初一;(5)老祖宗享用供奉后，在初一
(或初二)晚上就回到天上了，女儿就可以回家了。另外，民
间传说嫁出去的女儿如果在大年初一归宁，会使娘家变穷。

年初三：

赤口日，当日容易与人发生口角争执，为防招惹口舌是非，
各人均不出外向亲友拜年，只留在家中祭祀神明，故赤口日
亦称为小年朝。

根据民间习俗：赤口亦为赤狗日，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传
说中赤狗是熛怒之神，会带来不吉，故此农历正月初三是凶
日，不宜外出及宴客;另外，赤字含赤贫之意，外出冲犯赤狗
会带来贫穷。如一定要外出拜年，可放一道化口舌符袋于身
上，以化解口舌。

传说初三晚是老鼠娶亲的日子，故当晚一般人都会提早睡觉，
以免骚扰鼠辈亲事。当晚亦会有老鼠分钱的习俗，在家中角
落洒盐、米、糕饼供鼠辈们享用，这些给老鼠的食物称为米
妆，寓意于新一年间与老鼠共享收成。



年初四：

接神，家中的神灵，自腊月二十四日上天述职，到年初四便
返回各家各户。过午以后，接神仪式开始：上供牲醴，并烧
纸钱、神马，燃放爆竹，让诸神归位。

年初五：

开祭财神，春节的热闹气氛到此为止。神前的所有贡品可以
移开。但柑桔塔，要等到元宵佳节才拆下。屋内积存垃圾，
今天可以清除。这样，原来生活步伐回复过来。大年初五亦
是祭财神日子，各行业都准备五牲，祈求财神爷赐福。

年初六：

启市，踏入年初六，一切回复正常，店铺开业，照常工作。
过去可以燃放鞭炮时，店铺开门之前，每每都要燃放鞭炮，
其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久，不亚於除夕境况。

年初七：

人日，顾名思义，人日即人的生日。这不是某人生日，而是
全人类生辰。至於节日起源，根据《占书》记载，指出由初
一开始，上天创造万物的次序是[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
六马、七人八谷]。所以初七便是人日。在人日，香港人喜欢
吃及第粥。所谓及第，是希望在科考场高中状元。人吃及第
是取其好意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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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七

我们都知道在去年奥运年的时候国家就已经实行塑料袋的禁
用。但是在我的调查数据中显示35%的人群还没有真正地去执
行。不过我们知道这是需要一个过渡期的。对于政府社在环
境保护方面做法和成效方面。55%的受访者的态度是政府的环
保的监管力度还是有待提高和改进。

春节到了，意味着春天将要来临，万象复苏草木更新，新一
轮播种和收获季节又要开始。人们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
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当新春到来之
际，自然要充满喜悦载歌载舞地迎接这个节日。春节，是农
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

这是我国民间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
很悠久，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按照
我国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日、元辰、元正、元朔、元旦等，
俗称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改用公历，公历的一月一日称
为元旦，把农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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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习俗的调查报告篇八

调查内容：春节习俗



调查渠道：上网查询

问询长辈

调查情况：

春节习俗：

年前：

贴门神：中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
桃木为人形，挂在门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
前。

守岁：中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
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
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

年后：

拜年：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亲朋好友家和邻居那里
祝贺新春，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
十分盛行，有些不便亲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

团圆饭：一年一次的团圆饭充分的表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
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详见图1）

祭财神（开斋日）：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
贸店铺，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

拜佛：春节拜佛祈求好运，岁岁平安，为了讨个好吉利。
（详见图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