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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即将到来，是时候为这场盛大的体育活动做好准备了。
宣传语言要简洁明了，能够直接触动人心，激发他们的参与
热情。以下是运动会结束后的总结报告，对每一位参与者表
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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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欢度迎佳客(词曲牌名)喜春来、集贤宾

年年元宵有谜会(电影名)十五贯、赛虎

万家灯火闹元宵(电影名)不夜城、乡情

元宵节(电影名)万家灯火

元宵谜会压魁(电影名)寒虎、胜利在望

爱好旅游(打一成语)喜出望外

盲人摸象(打一成语)不识大体

蜜饯黄连(打一成语)同甘共苦

会计(打一成语)足智多谋

翘翘板(打一成语)此起彼落

遇事不求人(打一成语)自力更生

脱粒机(打一成语)吞吞吐吐



四通八达(打一成语)头头是道

一块变九块(打一成语)四分五裂

节日的焰火(打一成语)五彩缤纷

更多阅读： 元宵节手抄报元宵节灯谜

小学元宵节的起源手抄报篇二

扶老携幼返故里，了却两岸长相思。

热泪盈眶啥滋味?久别重逢分外喜!

闹元宵，煮汤圆，骨肉团聚满心喜，

男女老幼围桌边，一家同吃上元丸。

摇篮血迹难割离，叶落归根是正理。

更多阅读： 元宵节图片元宵节祝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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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旅游(打一成语)——喜出望外

盲人摸象(打一成语)——不识大体

蜜饯黄连(打一成语)——同甘共苦

会计(打一成语)——足智多谋

逆水划船(打一成语——力争上游

快刀斩乱麻(打一成语——迎刃而解



翘翘板(打一成语)——此起彼落

遇事不求人(打一成语)——自力更生

脱粒机(打一成语)——吞吞吐吐

四通八达(打一成语)——头头是道

一块变九块(打一成语)——四分五裂

节日的焰火(打一成语)——五彩缤纷

乖(打一成语)——乘人不备

相声(打一成语)——装腔作势

01一枝红杏出墙来

02五句话

03扁担作字两头看

04反刍

05掠

06动物作标本

07空袭警报

08静候送礼人

09律师贪污

10弃文就武



11力争上游

02垃圾当肥料

13潜艇攻击

14细菌开会

超好牙刷(打一成语)——一毛不拔

打边鼓(打一成语)——旁敲侧击

感冒通(打一成语)——有伤风化

鲁达当和尚(打一成语)——半路出家

皇(打一成语)——白玉无暇

举重比赛(打一成语)——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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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枝火树千金屧，宝马香尘不绝。

飞琼结伴试灯来，忍把檀郎轻别。

一回佯怒，一回微笑，小婢扶行怯。

石桥路滑缃钓蹑，向阿母低低说。

妲娥此夜悔还无?怕入广寒宫阙。

不如归去，难畴畴昔，总是团圆月。



《上元竹枝词》(清)符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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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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
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传统元宵所
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
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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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手抄报小学生(文字内容)

每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便会画元宵节的手抄报，以此表
示庆祝。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元宵节手抄报小学生(文字
内容)，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据记载，元宵节吃汤圆最早见于宋代。汤圆当时叫“圆子”、
“浮圆子”、“乳糖元子”和“糖元”，生意人还美其名
曰“元 宝”。宋人周必大的《平园续稿》中就写到“元宵煮
浮元子，前辈似未曾赋此”。汤圆一般以白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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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吃
元宵不仅寓意团圆美满，而且在陕西省，汤圆是在糯米粉中"
滚"成的，或煮司或油炸，寓意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上古时期，玉皇大帝为了了解人间民情，特派灶神下凡考察，
每月逢三上天汇报。有一年，农历冬月二十三日，灶神向玉
帝汇报：人间百姓每日辛勤劳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吃的
都是粗茶淡饭。长此下去，百姓们肯定会过度劳作、累坏身
体，从而影响。

玉皇大帝闻奏，马上聚集群臣共商良策。最后太白金星献策：
我们可以百姓们吃些慢性中毒的药，等他们慢慢地发起病来，
自然就会休息。玉皇大帝觉得这是一个好计策，就让厨神让
在农历腊月初八早上，偷偷往百姓饭锅里丢下了疯人药。

最后老百姓们就真的慢慢的疯了，女的缝新衣、绣花鞋，男
的杀猪、宰羊，都不想下地干活。但是到了腊月三十日中午，
百姓们都拿出各种好吃的食物，围在桌旁，全家人大吃大喝
起来。从正月初一起，男女老少不光吃好的，而且整日穿红
着绿到处玩耍。有的画着花脸，敲锣打鼓四处游街;有的邀邀
约约带着礼品，八方去拜年。

到了正月十三日，灶神上天又向玉皇大帝汇报了这个情况，
玉皇大帝又下令让厨神治好百姓的疯病。最后厨神在正月十
五日的晚上，把夜餐变成了汤圆，里面放些芝麻、核桃、白
糖等清醒剂。第二天早上百姓们的疯病全好了，家家照旧男
耕女织，恢复了往常的劳动。

“卖汤圆，卖汤圆……”这首熟悉的歌又在大街上响起。听



着这欢快的歌声，我们都知道，一年一度的元宵又来临了。
元宵节是我喜欢的节日之一。这一天，吃元宵，看烟花，赏
花灯，和家里的亲人在一起，特别的高兴。

元宵节的傍晚，太阳刚刚落下来，响彻云天的鞭炮声就从楼
外传了进来。在鞭炮声的催促下，我吃过又香又甜的汤圆，
我和爸爸妈妈便到大沙河去看烟花，赏花灯。来到了大沙河
边，哇，这里的人好多好多呀，挤得人都走不过去。灯，一
盏，两盏，三盏，四盏……好多呀，我都快数不过来了。有
兔子、牛、羊等十二生肖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有宣传
临泽县巨大变化的……，再配上大沙河变幻多彩的灯光，如
同白昼。我们边走边看，遇到我喜欢的，就让爸爸给我照相，
处处都留下了我的身影。

“砰!”烟花升起来了，一朵朵绽放的礼花腾空而起。瞧!升
上去的烟花散开了，一朵接一朵，有红的，绿色，蓝的，粉
的……纵横交错在天空中，形成了奇丽的画面。烟花千变万
化，有的像流星雨，有的像金环，有的像彩带，有的像花朵，
把大沙河的天空装扮成了烟花的海洋，百花齐放，好漂亮啊!

欢乐的元宵节，好吃的汤圆，美丽的烟花，多彩的花灯，给
我们孩子们留下了快乐的童年。

1、灯转华夏千年过，些小佳节继开来。香车宝马今何在?喜
庆中原亿众安。《元宵有感》

2、元宵争看采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诗曰》姜白石

10、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正月十五夜》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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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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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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乡间住处(打北京一地名)——郭公庄

重点干起，秋前方成(打天津一地名)——和平

安得后羿弓——射阳

雄踞山寨(打吉林一地名)——公主岭

潘仁美卖国——通辽

固若金汤(打河北一地名)——保定

中国界首(打河北一地名)——玉田

金乌西坠白头看(河南地名)——洛阳

上下四方都无险(安徽地名)——六安

发扬大协作精神(青海地名)——互助

刘关张结义区(打台湾一地名)——桃园

又到鸡西市(黑龙江地名)——双城

庙建成菩萨到(打上海一地名)——静安寺



财源茂盛达三江(打广西一地名)——富川

情投意合(打宁夏一地名)——同心

公开赞助(打湖北一地名)——襄阳

公私仓廪皆丰实(打海南一地名)——屯昌

花和尚鲁智深(打四川一地名)——色达

刘邦登基诏书(打四川一地名)——宣汉

南人不复反矣(打四川一地名)——南充

举起鞭儿又紧缰(打新疆一地名)——策勒

介胄之士(打湖北一地名)——武汉

全面整顿(打云南一地名)——大理

美哉嘉陵(打云南一地名)——丽江

惩恶扬善(打云南一地名)——楚雄

山花红烂漫(打内蒙古一地名)——赤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