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
记(模板8篇)

梦想是人生的指南针，它能够引领我们走向成功和幸福的道
路。梦想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现，那么怎样合理安排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呢？以下是一些成功人士实现梦想的范例，
希望能给你一些启示。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一

我这个人很容易遗忘，对于自己是一个团员，我只有在填表
格和交团费的时候才会想起。不过，这个学期有点特别，先
是交了三次团费，不，应该说是自己交了一次，被人讨了一
次追了一次，然后又是今天被要求写一篇团员日记。看来我
非时时记住自己是一个团员不可。对于教育，我从来不敢说
一句不，原因很简单，家里的父母还要等着我去养，如果一
时冲动，毁了自己不说，连累了父母那可是十足的不孝。所
以如果有人对我说，你这个人没有良知，没有能力，没有勇
气。那我只能承认。

我加入共青团许久了，进入团里我学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知
识。作为一名团员我感到很光荣。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
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个后备军。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壮大，为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青年一带的健
康成长，为党输进新鲜血液，为国家培养青年建设人才。身
为一名团员应该以身做责，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一名老
师的好帮手。本月是“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月”，身为团员
应该积极参加活动，以为从中可以得到许多经验和知识。我
为我能成为一名团员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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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二

小年，中国传统节日，也称“交年”，又称“灶神
节”、“祭灶节”。因小年的主要活动——祭灶是在晚上进
行，由于各地风俗不同，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不尽相同，
大多数地区以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为“小年”。过小年是吃
水饺、吃糖瓜的日子。

今天，我正做着作业，看见爷爷出门买了一个糖瓜回来，我
兴奋地大叫一声，跑去凑热闹。只见糖瓜又胖又圆，活像个
大娃娃。糖瓜上粘着好多白芝麻，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数
不清。大糖瓜硬邦邦的，爷爷使出很大的劲儿用手掰，大糖
瓜纹丝不动。爷爷拿它没办法只好用刀砍。

嘻嘻，永不服输的大糖瓜“开花”了，溅了零零散散的一桌
子，爷爷把它们盛到碗里。我可忍不住了，眼疾手快地抓起
一块塞在嘴里，细细品尝。嗯，味道不错，甜甜的黏黏的，
百吃不厌。

接下来当然是大扫除了，因为要打扫整个屋子，很累的所以
我也动身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中。爷爷踩着凳子擦窗
户，奶奶当爷爷的助手。爸爸打扫卫生等地方。妈妈则负责
拖地、擦桌子等。我呢，一会儿跑去帮妈妈扫地，一会儿跑
去给奶奶递抹布，一会儿又给爷爷倒好备用的清水。一家人
忙的满头大汗，不亦乐乎。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家里彻底变样了，焕然一新。窗户擦
得亮亮的，不仔细看还以为没装玻璃呢。所有的物品摆放的
整整齐齐，地面一尘不染。

到了晚上，香喷喷的饺子上桌了。劳动了一天后，一家人吃
着冒着热气的饺子，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小年虽然不像新年那样热闹，但也别有一番韵味。我喜欢过



小年。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三

腊月二十三日是我期待已久的小年。今天，我家进行了大扫
除。

我干的是些我拿手的活儿：擦桌子，我最拿手；擦楼板，上
下有点累；扫地，我扫得干干净净；拖地，我把在地面的东
西拿走后先洒水再拖地。

在洒水时，我像一个仙女在往天上洒“花”。洒完了水，开
始拖地。我向左向右拖，向前向后拖。好了，多干净啊！看
到这样干净的地，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蹦蹦跳跳到妈妈面前，高兴地说：“妈妈，我完成了你交
给我的任务！妈妈笑着说：“好的`，同志，还有几个任务要
你完成？”

我奇怪地问道：“什么任务啊？”“整理东西、洗杯子和洗
凳子这些，你能不能完成？”妈妈问。

我已经很累了，面无表情地说：“不能。”妈妈生气了。

于是，我立马去干活，不对，是完成任务。洗了杯子洗了凳
子，最后一个任务，整理东西。中午吃完饭我就一心一意看
我喜爱的电视了，一连看了几小时。

那时候才感觉到，劳动后的休息特别舒服，这个小年我过得
很有意义。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四

今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民间称过小年，在我国各地有“送
灶王爷上天”、“祭祖”等习俗。

早晨起来，只见家家户户都在赶集，我们也不例外。我和奶
奶来到集市上，只见这里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有的在买麻
糖，有的在买菜，还有的小孩兴奋地喊着，“过小年了，过
小年嘞！”我一直都在盼着小年的晚上，因为可以放鞭炮，
看烟花。

在我无限的期待中，夜幕降临了。等我们准备围坐在一起吃
热腾腾的饺子的时候，只听外面有“砰砰”的放炮声。我和
哥哥顿时来了精神，兴冲冲地跑出去看五彩缤纷的烟花。欣
赏完美丽的烟花后，我和哥哥放了我俩最喜欢的陀螺炮，只
见它们的样子像陀螺，还会发出“啪啪”的响声，可真过瘾！
这是新年的第一炮，寓意着我们的日子会红红火火、蒸蒸向
上！就这样，我们一边放炮，一边吃着麻糖，院子里充满了
欢声和笑语。

小年的由来与灶王爷有关，传说人人家里都有一个灶王爷，
他经常给玉皇大帝打小报告，说人的坏话，在很短的时间内，
玉皇大帝就收到了他很多份密信。玉皇大帝立刻召见灶王爷，
命他把人间的善恶一一记录，所以小年这天也是上报人间善
恶的日子。人们在“小年”时祭灶，用糖瓜象征性地粘住灶
王爷的嘴，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那里说坏话了。现在每当到
了小年，家家户户都会吃麻糖，晋西北还有“二十三吃麻糖，
不吃麻糖啃指头”的俗话呢！

小年很有意思，无论大江南北都有送灶王爷上天的传统，这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啊，小年！你就如春节的彩排，
真是热闹非凡！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五

腊月二十三日是我期待已久的小年。今天，我家进行了大扫
除。

我干的是些我拿手的.活儿：擦桌子，我最拿手;擦楼板，上
下有点累;扫地，我扫得干干净净;拖地，我把在地面的东西
拿走后先洒水再拖地。

在洒水时，我像一个仙女在往天上洒“花”。洒完了水，开
始拖地。我向左向右拖，向前向后拖。好了，多干净啊!看到
这样干净的地，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蹦蹦跳跳到妈妈面前，高兴地说：“妈妈，我完成了你交
给我的任务!妈妈笑着说：“好的，同志，还有几个任务要你
完成?”

我奇怪地问道：“什么任务啊?”“整理东西、洗杯子和洗凳
子这些，你能不能完成?”妈妈问。

我已经很累了，面无表情地说：“不能。”妈妈生气了。

于是，我立马去干活，不对，是完成任务。洗了杯子洗了凳
子，最后一个任务，整理东西。中午吃完饭我就一心一意看
我喜爱的电视了，一连看了几小时。

那时候才感觉到，劳动后的休息特别舒服，这个小年我过得
很有意义。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六

从超市买回的饺子皮，妈妈调配好饺子馅，开始包饭子了，
这次妈妈调的是荞菜肉馅，荠菜放得多，所以素馅太散很不
好捏拢饺子皮。



刚开始我手里拿着饺子皮，馅不是放多就是放少，多了不断
漏出馅子，少了饺子皮包得又太厚了，一边包还得一边找馅
子，真是让我手忙脚乱，大冬天还冒汗，我估摸着是急得满
头大汗。

很快妈妈就包完了一盘饺子，我再看看自己的盘里，零零落
落包好了几个歪瓜裂枣，形状各样的饺子。脸上不知何时也
变成了大花猫，逗得妈妈哈哈大笑！

我找妈妈理论，为什么我包不好，心里很委屈。妈妈安慰我，
拿出神器。示范一遍给我看，果然在神器的助力下，我逐渐
熟练，包饺子的速度也快了，不一会就包了半盘子，而且包
得像模像样，跟买的差不多，当然没有神器帮忙，我也做不
到啊！

包饺子的工作结束，肚子也饿得咕咕叫。马上煮饺子，妈妈
在厨房里忙碌着。饺子在滚烫的锅里煮着，之前我那几个歪
瓜裂枣的饺子在锅里突然炸开，馅子、皮子分了家，散在锅
里到处滚动，变成了面 皮青菜汤。妈妈哭笑不得，不过味道
还是不错的。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美滋滋在欢声笑语中度过小年，别有一
番年味。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七

腊月二十三，又称“小年”，过小年是吃水饺、吃糖瓜的日
子。

今天，我正做着作业，看见爷爷出门买了一个糖瓜回来，我
兴奋地大叫一声，跑去凑热闹。只见糖瓜又胖又圆，活像个
大娃娃。糖瓜上粘着好多白芝麻，多得跟天上的星星一样数
不清。大糖瓜硬邦邦的，爷爷使出吃奶的用手掰，大糖瓜纹



丝不动。爷爷拿它没办法只好用刀砍。嘻嘻，永不服输的大
糖瓜“开花”了，溅了零零散散的一桌子，爷爷把它们盛到
碗里。我可忍不住了，眼疾手快地抓起一块塞在嘴里，细细
品尝。嗯，味道不错，甜甜的黏黏的，百吃不厌。

接下来当然是大扫除了，因为要打扫整个屋子，很累的所以
我也动身加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中。爷爷踩着凳子擦窗
户，奶奶当爷爷的助手。爸爸打扫卫生间、卧室、阳台等地
方。妈妈则负责拖地、擦桌子等。我呢，一会儿跑去帮妈妈
扫地，一会儿跑去给爸爸递抹布，一会儿又给爷爷倒好备用
的清水。一家人忙的满头大汗，不亦乐乎。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家里彻底变样了，焕然一新。窗户擦
得亮亮的，不仔细看还以为没装玻璃呢。所有的物品摆放的
整整齐齐，有条不紊。地面一尘不染，都能倒映出人影来，
简直就是四宾馆。

到了晚上，香喷喷的饺子上桌了。劳动了一天后，一家人吃
着冒着热气的饺子，幸福的感觉油然而生。

小年虽然不像新年那样热闹，但也别有一番韵味。我喜欢过
小年。

小年级日记的而且要少一些的日记篇八

小年是指农历腊月是29天的年份，而节日，腊月二十三或二
十四，旧俗在这天祭灶、吃饺子。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过小年五年级日记，希望大家喜欢。

腊月二十三日为祀灶日，民间俗称为“过小年”，亦称小年、
小年下、小年节。这天送灶神上天言事，称为送灶、辞灶、
醉司命。



祀灶是在二十三日晚间进行的。胶东地区灶神画像贴在正屋
东面的锅灶墙上，两旁有一幅“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对联，横批是“一家之主”。祭祀时，摆上糖瓜、果品和一
碗面汤，然后烧香叩头，把旧灶神?揭下烧掉，这就是送灶王
爷上天了。烧时要加一些谷草和杂粮，好给灶王喂马。过去有
“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山东通常都由男人致祭，
但在恩县、博平等地却是妇女率儿童焚香拜奠祀灶。旧灶?烧
了以后，有的把新灶?当时贴上，有的则到除夕再贴，所以对
联又有“二十三日上天去，正月初一下界来”的词句。

祀灶多用甜和黏的食品。普通用的是糖瓜、枣等，临朐还用
羊枣、柿饼，威海用糯米饼、小糖瓜，无棣、恩县、博平、
招远、日照等地加用黍糕或枣糕，意思是粘住灶王的嘴，不
让他上天说坏话，或者是让灶王的嘴甜，光说好话，所以成
武等地称此为“涂神口”，有的还真在灶神的嘴上或锅灶门
口粘上一小块糖。也有的在灶门口抹点酒糟或酒，谓“醉司
命”。

供品除糖瓜之类外，有的供水饺，取民间“起身饺子落身
面”之意，有的供面条，有的还供上用秫秸插成的灶马、灶
鸡，好让灶王爷骑马上天，一路顺风。祭祀之后，还要举行
欢送仪式。一家人跪在灶王像前，一边磕头一边烧掉旧灶王
像和一匹纸马，同时老年人念念有词：“灶王灶王，你上天
堂，多说好，少说歹，五谷杂粮全带来。”那些迫切需要生
儿育女的则念道：“腊月二十三，灶王上西天，多说好来少
说歹，马尾巴上带个胖小子来。”这样就算把灶王爷送走了。
淄川、招远等地在辞灶之后还有卜灶的习俗，即悄悄外出听
人说话以卜吉凶。

辞灶后，据说是诸神上天，百无禁忌，民间家贫不能成礼者
多在此时嫁娶，谓之“乱岁”。古代称大寒后10日为阳宅乱
岁，嫁娶无禁。现在农村还多在年底结婚。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每家每户都要放鞭炮庆小年。



当然，我家也不例外。

当千家万户的鞭炮声响起的时候，我也拿好鞭炮，把鞭炮挂
在一个棍子上。要点火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好紧张呀。当
火已经接近鞭炮的捻时，我的手已经哆嗦起来了，眼睛不住
地盯着火苗。

“哧”已经点着了，我连忙把鞭炮扔下去，“噼里啪啦”我
家的鞭炮也加入了鞭炮们震耳欲聋的声音中了。

在夜色中，鞭炮的亮点显得分外明显。这亮点一直在往上溜，
我把竿子伸得更长了。啪的一声，鞭炮炸到了竿子和鞭炮连
接的地方，鞭炮立即掉了下去。炸了一会儿后，鞭炮灭了。

我摸摸额头，啊，吓出了一头冷汗。

过了一会儿，又有鞭炮噼里啪啦地响起来;天空中，朵朵烟花
绽开了，烟花是那么的美丽。你看那个，黄色的“花心”，
绿色和红色交替的花瓣;东边的那个，多像一串灯笼啊，悠悠
地上了高空，最后消失了;瞧那个，像不像一条鱼?......

嗬，小年可真有趣呀!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过小年五年级日记，小年是一个
令人兴奋的日子，不过还有更好的日子呢（过年）。别到时
候乐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