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优质8篇)
通过典礼，人们可以表达对特定事件、人物或成就的敬意和
赞美。保持对参与者的关怀和跟进，以建立长久的合作关系，
并为他们提供后续支持和服务。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典
礼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欣赏吧。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一

这一则传说与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
东方朔，他善良又风趣。有一天冬天，下了几天大雪 ，东方
朔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
泪流满面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
的原因。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
妹。自从她进宫以后，就再也无缘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
尽春来的时节，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
跟前尽孝，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深感同情，
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一天，东方朔出宫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少人都争
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是“正月十六
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很大恐慌。人们纷
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日傍晚，火神
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旨烧长安的使者，
我把抄录的偈语给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
便扔下一张红帖，扬长而去。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 到皇
宫去禀报皇上。

汉武帝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
十五天火，焰红宵夜”，他心中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
的东方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
爱吃汤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
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



齐敬奉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五晚上挂灯，满城点鞭
炮、放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 此外，
通知城外百姓，十五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

到了正月十五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
常。宫女元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
有“元宵”字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
元宵听到喊声，终于和家里的亲人团聚了。

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
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圆供火神君，正月十五照样全城
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
这天叫做元宵节。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二

2023年元宵节的手抄报(8张)

我们平常说的宵夜，两个字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古人以前就
是把宵当成夜晚，因此元宵就是农历正月十五之夜，这是一
个寓意吉祥的节日，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3年元宵节的手抄
报，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赏花灯：各个地区在正月十五都会举办热闹的灯会，这是各
式各样的花灯就要登场了，有各种动物的模样，也有加入了
科技元素的花灯，美轮美奂，令人流连忘返。

送灯：到了这一天，外婆常常会给外甥或者外甥女送去花灯，
祝福他们健康成长的含义，而对于新婚求子的家庭，娘家也
会送花灯过去，以求添丁吉兆，因为丁和灯发音类似，象征
着人丁兴旺的寓意。



走百病：其实就是遇到桥，就从上面走过去，十五的夜里，
携一家老小，纷纷路过桥头，也叫游百病、散百病、烤百病，
是一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赶走疫病，
祝愿来年全家都安康吉祥。

关于元宵节实际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汉朝时有段时间是
吕氏家族干政，朝中动荡不安，后来汉文帝平息这场混乱，
为了表示庆祝，无论是宫中还是民间，都会挂起彩灯，点燃
烟火来表达欢喜的氛围，以此祝愿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还
有一种来源是与宗教信仰有关，据说汉代的皇帝很重视礼佛，
逢遇佛教盛会都要大明灯火。这个点灯具有避难消灾，促进
吉祥的寓意，后来流行到寻常老百姓家里，每逢元宵节，都
会挂彩灯，祭祀祖先，祈祷一年四季家宅兴旺，团圆美满。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三

元宵节，北方人要吃元宵。说到元宵，不少人以为汤圆就是
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
是两种东西。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做汤圆相对简
单，一般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即
成。而元宵在制作上要繁琐得多：首先需将面和好，把凝固
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
一边滚一边洒水，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
成。

2、元宵节吃汤圆

元宵节，南方人吃汤圆，主要祈求全家团团圆圆。做汤圆所
用的糯米性平、味甘、补虚调血、健脾开胃、益气止泻，有
暖中、生津和润燥的功能。再者各类汤圆常规馅主要以果料
和干果为主，包括芝麻、核桃、花生，再加上植物油，营养
价值就“更上层楼”。水煮汤圆是最简单的做法，其实也是
最健康的吃法。



小提示：元宵和汤圆的区别

元宵节，北方人要吃元宵。说到元宵，不少人以为汤圆就是
元宵。其实元宵和汤圆尽管在原料、外形上差别不大，实际
是两种东西。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上。做汤圆相对简
单，一般是先将糯米粉用水调和成皮，然后将馅“包”好即
成。而元宵在制作上要繁琐得多：首先需将面和好，把凝固
的.馅切成小块，过一遍水后，再扔进盛满糯米面的笸箩内滚，
一边滚一边洒水，直到馅料沾满糯米面滚成圆球方才大功告
成。

3、元宵节吃饺子

正月十五到了，北方有吃饺子的习惯，河南“》河南”》河
南人有“十五扁、十六圆”的元宵节习俗、传统，所以正月
十五应该吃饺子。饺子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民间吃食，深受老
百姓的欢迎，民间有“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

4、元宵节喝元宵茶

在陕西等地有吃元宵茶的风俗，就是在热汤面中放进各种菜
和水果，很像古时的“元宵粥”。此茶增加了纤维素、矿物
质及维生素的摄取，且不像普通元宵那么油腻，对于由于节
日多食动物性食品而呈现的酸性体质有中和作用，也使元宵
的营养更为全面。

5、元宵节吃面条

江北地区民间流传有“上灯元宵，落灯面，吃了以后望明
年”的民谚，当地人在正月十五晚上要吃面条，听起来与元
宵不相关，但也有祈求吉利之意。《仪徽岁时记》载：“(正
月)十八落灯，人家啖面，俗谓‘上灯圆子落灯面’，各家自
为宴志庆。”落灯时吃面条寓意喜庆绵绵不断之意。



6、元宵节吃生菜

广东人过元宵节时喜欢“偷”摘生菜，拌以糕饼煮食，据说
这种食品代表吉祥。广东人的性格平和实在，对节庆也最图
一个好意头，平时最常用于新店开业等节庆场合的生菜，也
是元宵节必备的节庆用品。经常成为南方饭桌上常见蔬菜的
生菜，名字就和“生财”谐音，因此也被看做是象征富贵吉
祥的喜庆之物。

7、元宵节吃馒头、麦饼

浙江浦江一带在元宵节有吃馒头、麦饼的习俗。据说原因是
馒头为发面，麦饼为圆形，取“发子发孙大团圆”之意。湖
南省常德上元各家以椒为汤，加入韭菜儆果诸物款待客人，
称为“时汤”。

8、元宵节吃糟羹

台州一带每年正月十四看过花灯之后食糟羹。糟羹用肉丝、
冬笋丝、香菇、木耳、鲜蜻、豆干、油泡、川豆板、菠菜等
炒熟，再加入少许米粉，煮成带咸味的糊状食品。正月十五
喝的糟羹为甜的，用番薯粉或藕粉配上莲子、甜枣、桂圆等
做成。

9、元宵节吃枣糕

豫西一带的人过元宵节喜欢吃枣糕，带有吉祥如意的寓意。
枣糕原是清朝宫廷御用糕点，其味香远，入口丝甜，含有维
生素c、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既能补脾和胃、
益气生津;还有保护肝脏、增加肌力、养颜防衰之功效。

10、元宵节吃粘糕

粘糕又名年糕。元宵节除元宵、面条外，还有吃粘糕的。唐



代名医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食治》载牶“自梁米，昧
甘、微寒、无毒、除热、益气。”唐代之后，元代也有元宵
节食糕的记载。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四

元宵节即将到来，作为一年级的学生是否在苦恼如何制作关
于元宵节的手抄报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年级元
宵节手抄报相关资料，欢迎大家阅读。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图片1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图片2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图片3

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春节刚过，迎来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节日--元宵节。

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为
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
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
延续。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

按中国民间的传统，在这天上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
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
吃元宵，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其乐融融。

元宵节也称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起自汉朝，到了唐代，赏
灯活动更加兴盛，皇宫里、街道上处处挂灯，还要建立高大
的灯轮、灯楼和灯树，唐朝大诗人卢照邻曾在《十五夜观灯》
中这样描述元宵节燃灯的盛况“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
悬。”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
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 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
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
宝” 。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
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
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
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司或油炸，
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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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在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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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五

作为一年级的学生，为元宵节制作一份手抄报，你会如何制
作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相关
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的图片1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的图片2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的图片3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的图片4

一年级元宵节手抄报的图片5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xx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
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帝提倡佛教，听说佛教有正
月十五日僧人观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这一天夜
晚在皇宫和寺庙里点灯敬佛，令士族庶民都挂灯。以后这种
佛教礼仪节日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该节经历了由宫廷
到民间，由中原到全国的发展过程。

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
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



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
重大节日。

另有一说是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
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
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
故上元节要燃灯。

元宵节的节期与节俗活动，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延长、扩展的。
就节期长短而言，汉代才一天，到唐代已为三天，宋代则长
达五天，明代更是自初八点灯，一直到正月十七的夜里才落
灯，整整十天。与春节相接，白昼为市，热闹非凡，夜间燃
灯，蔚为壮观。特别是那精巧、多彩的灯火，更使其成为春
节期间娱乐活动的高潮。至清代，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
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只是节期缩短为四
到五天。

1) 祝年年圆满如意，月月事事顺心，日日喜悦无忧，时时高
兴欢喜，刻刻充满朝气，月圆人圆花好，事顺业顺家兴!元宵
快乐!

2) 祝你元宵节家人团圆，朋友欢聚，情人浪漫，手舞足蹈，
动感十足，早晚笑脸，欣慰的表情上演节日的异彩纷呈!元宵
节快乐。

3) 祝福送你：愿你生活像汤圆一样圆圆满满，爱情像馅儿一
样甜甜蜜蜜，事业像汤圆一样顺滑顺利。总之一生春色满园，
一生幸福美满。祝你元宵快乐!

4) 正月十五月儿圆，万家欢乐闹团圆;花灯点燃新希望，幸
福汤圆把甜传;传递思念送祝福，品尝友谊心温暖;祝福朋友
心舒畅，幸福快乐阖家欢。元宵节快乐!

5) 鱼跃龙门好有福，元宵佳节早送福：大福小福全家福，有



福享福处处福;知福来福有祝福，清福鸿福添幸福;接福纳福
年年福，守福祈福岁岁福!

6) 元宵佳节闹元宵，家家户户喜团圆，煮下汤圆许心愿，人
圆事圆梦想圆，点亮花灯默祈祷，生活美满步步高，斟杯美
酒送祝福，幸福快乐到永久，元宵佳节，愿君合家欢乐，幸
福美满!

7) 元宵佳节赏明月，万户千家闹团圆;花灯遍照万家春，灯
笼高挂梦想圆;口含元宵享甜蜜，欢聚一堂把笑延;温馨荡漾
真情传，祝君吉祥阖家欢。元宵节快乐!

8) 元宵节，大团圆，愿你笑开颜。点花灯，照亮快乐生活;
舞龙狮，摘下好运彩头;猜灯谜，揭晓幸福答案;吃汤圆，甜
蜜幸福心情。新春大吉，元宵快乐!

9) 正月十五雪打灯，瑞雪纷纷添喜庆，雪在灯中无限美，灯
在雪中分外红。又食元宵赏美景，举杯小酌叙亲情，亲情暖
暖团圆日，丰衣足食享太平。元宵佳节，幸福依旧，吉祥来
到，快乐出发!

10) 微笑是火，快乐是锅，祝福是元宵，愿微笑的火点燃快
乐的锅煮着快乐的元宵，那祝福的香飘向永远快乐的你，祝
元宵节快乐。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六

王安石20岁时进京赶考，元宵节时路过一地，一大户人家悬
灯出题招亲。联曰：“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王
安石不会答，却记在心中。到京后谁知主考官所出之联竟是：
“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王安石提笔就以招亲联
作答，得中进士。



衣锦还乡时发现那联居然仍未有人会答，王安石便又以考题
联作答，竟又得了个漂亮媳妇，实是双喜临门。

二、破镜重圆

隋朝军队灭南陈时，南陈昌乐公主与丈夫徐德言打破一面铜
镜，各执一半，作为以后相见的凭证。并约定在正月十五元
宵节卖镜于市，以探对方消息。隋灭南陈后，昌乐公主入杨
素府做妾，次年元宵节徐德言果真在街市上看到一个老头在
叫卖半片铜镜，价钱昂贵，无人问津。徐德言在破镜上题诗：
“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
杨素得知，成人之美，昌乐夫妻终于团圆。

三、皮影相思

相传，汉武帝爱妃李夫人死后，汉武帝非常想念她，于是一
位宫女就穿上这位妃子的衣服在月光下翩翩起舞。皇帝看到
这位宫女影子以解思念之情。后人做诗：“张灯作戏调翻新，
顾影徘徊却逼真，环佩姗姗莲步稳，帐前活见李夫人。”说
的就是汉武帝思念爱妃的典故，这也是皮影戏的最初来源。

四、元宵姑娘

汉武帝的宠臣东方朔风趣而善良。一日冬天去御花园赏梅，
遇一宫女欲投井。朔搭救后问明原委，原来宫女名叫元宵，
因进宫后长久不能见到亲人而思念，遂起轻生念头。东方朔
同情并答应帮忙。东方朔摆摊占卜，所有人问卦结果都
是“正月十六火焚身”，长安城大恐慌。汉武帝向东方朔请
教，朔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焰红宵
夜。”解释说：正月十五晚家家挂灯吃元宵，城外百姓进城
看灯，好似满城大火，以瞒玉帝。是日晚，元宵双亲进城观
灯。在东方朔的帮助下一家终于团圆。

五、燃灯七盏



宋代福州有个太守名叫蔡君谟，面对千里饿殍却要粉饰太平。
他下令一道，要求治下所有百姓，每家在元宵节之夜必须燃
灯七盏。有个穷人叫陈列，制了一个一丈多高的大灯，上书
一首诗：“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穷家一盏灯，父子相对
哭。”消息传到太守耳中，他只好收回成命。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七

元宵节看花灯是一种中国传统习俗。这不，昨晚我就去看了，
我们这个家庭有一个规定，大年三十去姥姥家，和正月十五
去姥姥家，大年初一去奶奶家，大年初五去奶奶家。所以説，
今天来是必定的。

在姥姥家看的焰火汇演，可漂亮了，又打出笑脸的，又打出
圆圈的。在那里吃晚饭看一会焰火汇演聊聊家常，我们就走
了。来的时候搬来了一箱烟花。走的时候，我们下去放，还
有几挂白色的全放了。把我姐姐他们送回家，我们就去陶瓷
科技城去看花灯了。那里的花灯，真叫个漂亮啊。

去了那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劈山救母，演的很形象，可惜
就是不动，如果动的話就好了。会更逼真，还有一个叫鬼什
么来着，忘了，不过也挺好的。还有牛郎织女的故事，一边
走，我一边听妈妈解释着牛郎织女是怎么一回事。

渐渐地，我有些渴了，妈妈説：“要不要梨汤？”“要！”
我们俩买了两杯，10元钱啊。够坑的。最让我生气的是，竟
然和矿泉水一个味，不不不不，比矿泉水还难喝啊。我猜测，
矿泉水加上食用色素加了梨片，真够难喝的。走着走着，我
看见了孔雀开屏，真够大啊，而且还很漂亮。一个羽毛上有
许多的灯泡，led的。我们该向回走了，漂亮漂亮真漂亮。看
得我眼都花了。

妈妈説：“总的时候买一个纪念品回家。”我高兴的要死。



我来到几个小摊前，有许多种类，我都不知道选什么好了，
我最终决定，选狼牙棒。因为这个很吸引人，我看用心许多
人买呢。所以我也买了我们打价一段时间后，决定8元钱出手。
我也很同意。

快走的时候，我看到了我最想看的，也是最喜欢看的，喜羊
羊与灰太狼的，还有中国航天事业的。这两项我都很喜欢，
有天宫一号，由神州八号的。多种多样，我也很喜欢，喜羊
羊与灰太狼的有一点太假了，不过也挺好的。出去的时候还
有一条龙。

这次去看花灯很爽，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买的梨汤。我们都没
有喝完就不要了。我感觉那十块钱真是花的冤枉钱，下一次
来的时候，再也不能买了。真是欺骗客户吗。喝的我很难受
很难受得。总体来説花灯不错。

有机会他家去看看吧。

元宵节的手抄报稍微难一点的篇八

元宵节，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又称上元节、小正月、元夕
或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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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欢
迎大家前来参考查阅！

【篇一】元宵节的手抄报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
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
俗，故又称灯节。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据一
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
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
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



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
着重要的推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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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月
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及道教文化的加
入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而元宵节俗真正的动力是因为它处
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
自己的生活愿望。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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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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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
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
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
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
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
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历代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
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等游戏。同
时，还要吃些应节食物：南北朝时代元宵节吃伴和肉与动物
油熬煮的豆粥或米粥，唐代吃一种叫“面茧”的面食和焦饣追
(即烤饼)，到宋代有盐豉汤和绿豆粉做的科斗羹，并出现
了“圆子”，此后元宵节南北方均以吃元宵为习。

元宵灯节期间，是男女青年与情人相会的时机，所以元宵节
又成了中国的“情人节”。

【篇二】元宵节的手抄报

1.“举头邀明月’四字礼貌用语”谜底：敬请光临

2.零存整取(打一成语)。积少成多

3.最荒凉的地方谜底：寸草不生

4.打边鼓(打一成语)。旁敲侧击

5.“余香乍入衣――《红楼梦》人名一”谜底：花袭人

6.显微镜(打一成语)。一孔之见

7.多看无滋味(打一成语)。谜底：屡见不鲜

8.兔子请老虎(打一成语)。谜底：寅吃卯粮

9.蜜饯黄连(打一成语)。谜底：同甘共苦

10.氙氚(打一成语)。气吞山河

11.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天亮睡大
觉。(打一动物名)猫头鹰



12.姑娘真辛苦，晚上还织布。天色蒙蒙亮，机声才停
住。(打一动物名)纺织娘

13.小时像逗号，在水中玩耍。长大跳得高，是捉虫冠
军。(打一动物名)青蛙

14.遇事不求人(打一成语)。自力更生

15.头胖脚掌大，像个大傻瓜。四肢短又粗，爱穿黑大
褂。(打一动物名)熊

16.单方告别(打一成语)。谜底：一面之词

17.像鱼不是鱼，终生住海里。远看是喷泉，近看像岛
屿。(打一动物名)鲸

18.沙漠一只船，船上载大山。远看像笔架，近看一身
毡。(打一动物名)骆驼

19.兄弟七八千，住在屋檐边。日日做浆卖，浆汁更值
钱。(打一动物名)蜂

20.“窗前明月光’猜一宋词人，卷帘格”谜底：李清照

【篇三】元宵节的手抄报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
汉文帝（前179—前157年）为庆祝周勃于正月十五勘平诸吕
之乱，每逢此夜，必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
正月又称元月，汉文帝就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这一夜就
叫元宵。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节日。
隋、唐、宋以来，更是盛极一时。《隋书·音乐志》
日：“每当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
绵亘八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



至晦而罢。当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
已有了较大的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了。
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
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太一：主宰宇
宙一切的神），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元宵，原意为“上元节的晚上”，因正月十五“上元节”主
要活动是晚上的吃汤圆赏月，后来节日名称演化为“元宵
节”。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
吃元宵，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成
为世代相沿的习俗。元宵在早期节庆形成过程之时，只称正
月十五日、正月半或月望，隋以后称元夕或元夜。唐初受了
道教的影响，又称上元，唐末才偶称元宵。但自宋以后也称
灯夕。到了清朝，就另称灯节。在国外，元宵也
以thelanternfestival而为人所知。

元宵节的传说（一）

相传汉武帝有个宠臣名叫东方朔，他的个性既善良又风趣。
如果宫里有谁得罪了汉武帝，总要靠东方朔来讲情。

有一天冬天，下了几天大雪，汉武帝觉得有点无聊，东方朔
就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泪
流满面的准备投井。东方朔慌忙上前搭救，并问明她要自杀
的原因。

原来，这个宫女名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妹妹。自从
她进宫以后，就再没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节，
就比平常更加的思念家人。她想，既然不能在双亲跟前尽孝，
还不如一死了之，于是才来投井。东方朔听了她的遭遇，非
常的同情她，就向她保证，一定设法让她和家人团聚。



这一天，东方朔出宫后，便在长安街上摆了一个占卜摊。不
少人都争着向他占卜求卦。不料，每个人所占所求，都
是“正月十六火焚身“的签语。一时之间，长安里起了个大
恐慌。人们纷纷求问解灾的办法。东方朔就说：“正月十三
日傍晚，火神君会派一位‘赤衣神女＇下凡查访。她就是奉
旨烧长安的使者，你们若看到一个骑粉色银驴的红衣姑娘，
马上跪地哀求。那姑娘便说：“我是领旨来烧长安的。玉帝
还要站在南天门上观看。既承父老求情，我把抄录的偈语给
你们，可让当今天子想想办法。”说完，便扔下一张红帖，
扬长而去。

老百姓拿起红帖，赶紧送到皇宫去禀报皇上。汉武帝接过来
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六天火，
焰红宵夜”。汉武帝一看大惊，连忙请来了足智多谋的东方
朔。东方朔假意的想了一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汤
圆，宫中的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可让元宵
做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都做汤圆，一齐敬奉
火神君。再传谕臣民一起在十六晚上挂灯，满城点鞭炮、放
烟火，好像满城大火，这样就可以瞒过玉帝了。此外，通知
城外百姓，十六晚上进城观灯，杂在人群中消灾解难。”

武帝听后，十分高兴，就传旨照东方朔的办法去做。到了正
月十六日长安城里张灯结彩，游人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元
宵的父母也带着妹妹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写有“元宵”字
样的大宫灯时，惊喜的高喊：“元宵！元宵！”元宵听到喊
声，终于和双亲、妹妹团聚了。如此热闹了一夜，长安城果
然平安无事。汉武帝大喜，便下令以后每到正月十五都做汤
圆供火神君，正月十六照样全城挂灯放烟火。因为元宵做的
汤圆最好，人们就把汤圆叫元宵，这天叫做元宵节。

元宵节的传说（二）

传说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很多，四处伤害人和牲畜，人们
就组织起来去打它们，有一只神鸟困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



意外的被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天帝知道后十分震怒，立
即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把人间的人
畜财产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
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
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说了这个消息，有如头上响了一个
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个老人家想出个
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这三天，每户人
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
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到了正月十五这天
晚上，天帝往下一看，发觉人间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
三个夜晚都是如此，以为是大火燃烧的火焰，以中大快。人
们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成功，从
此每到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悬挂灯笼，放烟火来纪念这个
日子。

【篇四】元宵节的手抄报

14、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16、闻道长安灯夜好，雕轮宝马如云。毛滂《临江仙·都城
元夕》

17、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姜白石《诗曰》

【篇五】元宵节的手抄报

元宵节的习俗有哪些

十五这天人们出来逛花灯、猜灯谜，看舞龙舞狮，去寺庙祈
福上香，在户外放天灯，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些习俗了，
其实还有一个迎紫姑的传统风俗，对于现代的人们来讲可能



比较陌生，其实是来自于南朝梁的故事，据说有个叫做紫姑
的女子被大妇曹氏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杀于厕中，天帝
怜悯，封她为厕神。到了这一天，人们会到厕所或猪栏旁边
接她，并手拉手说说话，表达了来百姓对弱者的怜悯之心，
很忠厚善良。

正月十五的由来是什么

都说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其实还有个历史典故。据说汉武
帝曾经久病不愈，于是请了道士来看。天上的太一神回应说，
武帝的病不久就会好，愿在甘泉宫相会。不久武帝果然康复
了，心中大喜，便下令建造太一坛，并于正月上辛日夜间大
张灯火进行感谢祭祀，通宵达旦，盛况空前。这在司马迁
《史记》、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中都有记载。后把
上辛日改到正月十五夜，这也是元宵节的由来之一。

关于这个节日的传说

关于元宵节有个流传很广的神话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一只神
鸟，是天帝的宠物，可是很贪玩，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被
不知情的猎人给射死了。然后天帝很震怒，扬言要在正月十
五那天派天兵天将到人间放火，把人畜财产统统烧死。其女
心地却很善良，便偷偷将这个消息传达到凡间。于是一位老
人想出了办法，在这天每户人家都在家里张灯结彩，点响爆
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
这则故事利用神明降罚的方式，反应了古代来百姓对未知事
物的畏惧。

每年的阴历正月十五是中国人很重视的传统节日，元宵节。
元宵节也叫“上元节”,春灯节，是很多家庭团圆的节日。正
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加上吃元宵的习俗，这
个节日就和团圆两个字牢牢的联系起来。元宵节是春节之后
的第一个重要节日，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对这个节日比较重视，
举行很多的活动来庆祝这个节日。大家一定很好奇元宵节的



来历和习俗，现在就让小编来告诉你元宵节是怎么来的，都
有哪些习俗。

有关元宵节来历的说法多种多样，有3种说法流传较广。

元宵节来历传说一

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吕”而设。相传吕后一系在吕后
死后害怕大全旁落，密谋叛乱，宗室齐王刘囊联合开国老臣
周勃一起平定了“诸吕之乱”。平乱之后，众臣拥立刘邦的
第二个儿子刘恒登基，称汉文帝。文帝深感太平盛世来之不
易，便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
京城里家家张灯结彩，以示庆祝。从此，正月十五便成了一
个普天同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

元宵节来历传说二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是人们庆祝一年中第一次的月圆之夜。
据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为中
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
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元宵燃灯放
烟火的习俗就是从这个说法来的。

元宵节来历传说三

元宵节起源于“火把节”,汉代民众在乡间田野持火把驱赶虫
兽，希望减轻虫害，祈祷获得好收成。直到今天，中国西南
一些地区的人们还在正月十五用芦柴或树枝做成火把，成群
结队高举火把在田头或晒谷场跳舞。隋、唐、宋以来，更是
盛极一时。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达旦，至晦而罢。当
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迁，元宵节的风俗习惯早已有了较大的
变化，但至今仍是中国民间传统节日，火把也逐渐变为了彩
灯。



自唐朝中期以来，元宵节发展成为了我国全民性的狂欢节，
因此元宵节是把传统节日习俗体现得最为彻底和典型的传统
节日。

大部分地方元宵节习俗有吃元宵、观花灯、猜灯谜，还有擂
鼓、舞龙、舞狮等活动，但南北各地风俗也有独特之处。

【篇六】元宵节的手抄报

恍然大悟(打一中草药名)脑立清

十人九死(打一中药名)独活

威风扫地(打一中草药名)虎力散

低头思故乡(打一中草药名)怀熟地

红十字会(打一中草药名)九一丹

大开绿灯(打一中草药名)路路通

三省吾身(打一中草药名)防己

敲山震虎(打一中草药名)驱风散

方法论(打一中草药名)白术

滔滔不绝(打一中草药名)长流水

久别重逢(打一中草药名)一见喜

两个少女(打一中草药名)二妙散

一江春水向东流(打一中草药名)通大海



起宏图(打一中草药名)远志

金钿遍野(打一中草药名)地黄

踏花归来蝶绕膝(打一中草药名)香附

第四季度经费(中草药名)款冬花

【篇七】元宵节的手抄报

时光飞逝，正月十五这个传统的佳节不知不觉的来到我们面
前。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个历来已久的传统佳节不但没有
褪色，而且节日的气氛愈发的越来越浓。

元宵夜，千家万户都被团圆的喜悦所包围着。我们一家人围
坐在桌子边上，奶奶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元宵。
元宵的品种很多，光颜色就有好几种，有粉红色的、绿色的、
白色的、黄色的、里面馅的品种比以前也多了不少，有水果
的，冰淇淋的……现在还能在超市里买的到一种干吃元宵。
可以直接吃不用煮。

元宵节历史悠久，早在20xx多年前的西汉就有了，是我国非
常有名的传统节日。各地舞龙、舞狮、踩高跷、扭秧歌等内
容流传至今。它让平时不能经常见面的亲朋好友能有一个机
会聚在一起，共享天伦。

元宵，你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你让无数外国友人
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古色古香;元宵，你是联结人们情感的一座
桥梁，你让常年出家在外的人感受到了亲情与友情的温馨;元
宵，你是闪耀在雄鸡心中的一颗耀眼的明珠，你让炎黄子孙
为古老而富有魅力的祖国感到骄傲与自豪!啊，我爱我们的节
日——元宵。

【篇八】元宵节的手抄报



1、一夜鱼龙舞(民俗风俗词语)。元宵灯会

2、除夕守岁数钟声(打一商业用语)。年终盘点

3、年终岁尾，不缺鱼米(打一字)。鳞

4、除夕夜守岁(打一歇后语)。辞旧迎新

5、初一(打一成语)。日新月异

6、一夜有喜(电影名)。元宵乐

7、元旦元宵捷报频传(打一成语)。节节胜利

8、清明前夜(节日纪念日)。元宵

9、园外隐约闻猿啼，星月小桥听萧声(节日纪念日)。元宵

10、拜年(打一作家名)。贺敬之

11、家家迎元宵(学校用语)。第二节

12、十五花灯艳，万人期中彩(金融词语)。元宵奖储蓄

13、好歹倒置令心怯(常言俗语)。元宵佳节

14、元宵之夜遇徐娘。(《射雕英雄传》人物)。胖妇人

15、白糖梅子真稀奇(打一食物)。元宵

16、新春佳节话元宵(报刊名)。半月谈

17、元宵节开社员大会(部门单位场所)。方正集团

18、元宵(成语)。一朝一夕



19、元宵出门赏灯(常言俗语)。外行看热闹

20、婚期定在元宵后(成语)。喜出望外

【篇九】元宵节的手抄报

1.元宵节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是在中国由来己久的习俗，元宵即“汤
圆”，它的做法成份风味各异，但是吃元宵代表的意义却相
同。代表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日子越过越红火。俗语有句
话叫和气生财。家庭的和睦以及家人的团圆对于一个完整的
家庭来讲是多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元宵节一定要和家人
吃上“元宵”。

2.元宵节“送花灯”

“送花灯”简称为“送灯”，其实质意义就是送孩儿灯。即
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
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表
示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
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3.元宵节耍龙灯

龙是中华的图腾，中华民族崇尚龙，把龙作为吉祥的象征。
正月十五舞龙灯，载歌载舞的喜气氛围，流传于很多的地方。

4.元宵节舞狮子

舞狮，又称“狮子舞”、“狮灯”、“舞狮子”，多在年节
和喜庆活动中表演。狮子在中国人心目中为瑞兽，象征着吉
祥如意，从而在舞狮活动中寄托着民众消灾除害、求吉纳福
的美好意愿。



5.元宵节猜灯谜

每逢元宵节，各个地方都打出灯谜，希望今年能喜气洋洋的，
平平安安的。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
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
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
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6.元宵节踩高跷

高跷会一般由群众自发串连组织起来的。正月十一、十二开
始踩街，寓意告知人们在众多的民间花会中，今年挂个号。
正月十五正式上街，一直到十八方告结束。

7.元宵节祭门、祭户

古代有“七祭”，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的方法是，把杨树
枝插在门户上方，在盛有豆粥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直
接将酒肉放在门前。

8.元宵节走百病

“走百病”，也叫游百病，散百病，烤百病，走桥等，是一
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元宵节夜妇女相约出游，结伴而行，
见桥必过，认为这样能祛病延年。

9.迎紫姑

紫姑也叫戚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古代民间习俗正月
十五要迎厕神紫姑而祭，占卜蚕桑，并占众事。每到迎紫姑
这一天夜晚，人们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肖像，
与夜间在厕所间猪栏迎而祀之。真实地反映了劳苦民众善良、
忠厚、同情弱者的思想感情。



10.逐鼠

逐鼠在农历的正月十五举行。养蚕的人家在正月十五熬上一
大锅粘糊糊的粥，有的还在上面盖上一层肉，将粥用碗盛好，
放到老鼠出没的顶棚、墙角、边放嘴里还边念念有词，诅咒
老鼠再吃蚕宝宝就不得好死。传说这样做，本年的老鼠就不
会吃蚕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