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家乡的春节初一 家乡春节心得体会
(精选11篇)

岗位职责的调整应该根据员工的发展需求和组织的发展战略
进行调整，以实现员工和组织的共同成长。写岗位职责时，
可以参考员工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以确保职责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以下是一些关于岗位职责的示例，供大家参考和
学习。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一

春节，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节日。
在我家乡的传统风俗中，春节更是被赋予了无穷的意义和价
值。通过多年的亲身体验，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家乡春节的独
特魅力，让我对家乡更加热爱和珍惜。

首先，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深厚的家庭情感。正是在这个传
统节日里，我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团圆饭，这让我感受
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重要。无论我现在身处何地，每当
春节来临时，我都会怀念起家乡的年夜饭，怀念起那一桌桌
丰盛的菜肴和家人们的笑语欢歌。在这个节日里，我与家人
相聚一堂，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家庭的和谐与团结。

其次，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在我们家
乡，春节是一个庄重而热烈的节日，各种各样的习俗和活动
让整个村庄洋溢着喜庆和热闹的气氛。在除夕夜，我们会上
山放鞭炮，以驱逐一年的晦气和邪恶。在大年初一，我们会
穿上新衣服，拜年给亲友，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在小年夜，
人们会贴春联，贴对联，以求新年的吉祥和好运。这些传统
习俗不仅体现了祖先智慧的结晶，也彰显了家乡人民崇尚文
化传统的精神。

第三，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难忘的味道。家乡的春节风味令



人难以忘怀，因为那是属于家乡特有的美食。我们家乡最有
特色的传统食品是饺子，它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食物，象
征着家庭的团圆和幸福。每年春节前夕，全村的人们都会主
动参与包饺子的活动，亲手包出一个个饱满的饺子，然后在
团圆饭上一起品尝。那满满的肉馅和香嫩的皮让人食指大动，
更让我想起家乡的温暖和甜蜜。

第四，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喜庆的氛围。在家乡，春节期间
的街头巷尾都会张灯结彩，灯笼高挂，在夜晚的时候变得更
加璀璨。每个家门口都会贴上红纸春联，装饰得热闹非凡。
鞭炮声此起彼伏，带来了吉祥和喜庆的祝福。此外，家乡还
有各种文艺演出和庙会活动，让人们可以在欢声笑语中享受
到节日的快乐和热闹。

最后，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对家乡的热爱和珍惜。每年回家
过年，我都会看到家乡的变化。新房子、新街道、新面貌让
我感到自豪和骄傲。我越发深刻地体会到，家乡是我成长起
来的地方，是我根的所在。而家乡的春节则是联系着这个根
的纽带，给我带来了思乡之情和对家乡的无比眷恋。正是因
为家乡的春节，我更加意识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无论我走
到哪里，家乡永远是我心中的港湾。

总之，家乡春节给我带来了深厚的家庭情感、丰富多彩的传
统习俗、难忘的味道、喜庆的氛围，同时也让我对家乡更加
热爱和珍惜。每年的春节都是我最期待的一个节日，我迫不
及待地希望能够回到家乡，与家人一起度过这个特殊而美好
的时刻。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二

我的家乡在河南虞城县，我非常有趣。如果你想知道多有趣
的话，那就跟我来吧！

春节的时候，各家的窗户上都贴上了窗花，大门上也贴着各



种各样的对联和门神。看着门神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别说是
妖怪，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也不敢和它对视。这时，
我的家人们也在办年货，看见大家在汗流浃背地干，我也去
帮忙，我的任务是陪奶奶一起买菜。年三十的中午，我们全
家一起吃饺子，我忽然想起我的第一颗牙齿就是被包在饺子
里的硬币给咯掉的，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正在想着，笑
着，只听“咯噔”一声，钱从奶奶嘴里掉了出来。看来今年
我是当不了福星啦，福星是奶奶呀！

我家乡的年有趣吧，如果你也想和我一起过年的话，那就请
到我的家乡来吧！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三

春节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传统节日。

我的家乡在广西南宁。春节的前夕，也就是除夕，那天晚上，
除非万不得已，都要赶回家吃团圆饭。大街上十分冷清，只
有零星几辆小汽车在行驶，都赶回家过年了。而街道两旁则
是另一番景象：家家灯火通明，满城都是鸡鸭鱼肉的香味，
整座城都被归家的温暖覆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饭
桌前，吃着至亲亲手做的饭菜，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满
足的笑容。饭后，大家坐在电视机前，满怀期待地收看一年
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被晚会上各种美轮美奂的`舞蹈所陶醉，
被晚会上各种小品逗得哈哈大笑……这便是一年中最美好的
时光。

这之后，就要开始放炮了。窗外，鞭炮声日夜不绝，如同惊
雷一般，在城里回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向外看时，却
只能看见漫天的烟雾和火光，而不见放炮人。孩子们在放火
柴炮、糖果炮和摔炮，劈啪声和孩子们的笑声融合在了一起，
是那样的和谐，如同一只庆祝新年的欢快乐曲。

时间慢慢流逝，当午夜十二点的脚步声来到了人们的耳旁时，



整个城市像是被点燃了引信，瞬间炸开了锅。鞭炮声像脱了
缰的野马一般铺天盖地地潮涌而来，浓浓的烟雾中，孩子们
捂着耳朵，边叫边笑，他们穿着漂亮的新衣，在烟雾中像极
了一朵朵美丽的鲜花。

除夕夜过后，地面上都是鞭炮留下的灰烬和红纸，像是一层
层花瓣，又像是染成了红色的雪花。这一天是不会清扫红纸
的，因为会把福气“扫走”。孩子们踩着红纸玩，一会儿把
红纸踢起来，一会儿把红纸堆成一座小山，一会儿又把“小
山”踩得七零八落，真会玩。大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
只有些许炮声仍在荡漾，就像是除夕的余韵。

我爱我的家乡，也爱我我。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四

咱们这里的春节在腊八就开始了，人人都要熬腊八粥，泡腊
八蒜，真称得上色味俱全。

在腊月二十三这天过小年，无论男女老少都早早起了床，大
人放鞭炮。俗话说“这天是送灶王老爷上天过年的日子”因
此鞭炮声格外响亮。

二十五，一扫帚扫走所有的不吉利，扫走所有的不干净。

大人小孩都要赶个年集，买一些糖果，买一些水果，然后买
新衣服，买对联。

在二十九下午，家家户户都揭下旧对联，贴上新对联，以表
示新的一年喜气洋洋。使我想起“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

在除夕晚上，五点钟就已经夜幕降临了，咱们一群小伙伴欢
快的玩耍，手里拿着一大把自己喜欢的鞭炮。大人们则聚在



一起打打牌，一直到十一点钟，该散伙了。姑娘们跳起了优
美的舞蹈，小伙们则在表演摔跤，女人回家煮饺子，男人在
家放鞭炮，在天上炸开时，一朵朵七色花钻了出来，像彩虹
一样，又像仙女在天上撒花。吃着香喷喷的饺子，沾着腊八
蒜，别有一番风味。家家灯火通宵，热闹极了。

初一，咱们穿上新衣服，迎接新的一年，咱们去给长辈拜年，
还给压岁钱呢！

初二那天全家一起逛庙会，烧香拜佛，祈求佛保佑，平平安
安。

在十五那一天的元宵节别提有多热闹了，晚上一起吃元宵，
还有灯会，一个个漂亮的小姑娘举着灯笼走来走去，非常壮
观。

十六便开学了，大人也开始劳动。

我爱，希望下一年更美丽。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五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炸豆腐;二十六,烧
羊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白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
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拜个年,一年一年保平安”,这首歌谣从古
唱到今,传承着我们家乡的习俗和文化。

一走进腊月,家乡的年味更浓了。旧时的过年就是从八月初八
开始,到按历年正月十五才结束,现在,亦是如此。

农历十二月初八,俗称腊八日。比较讲究的人家,每逢这天早
上会吃“腊八粥”,泡“腊八蒜”,以示欢庆丰收,预祝来年五
谷丰登。



喝完了香甜可口的“腊八粥”,吃完了泡得发绿的“腊八
蒜”,在孩子们的期盼中,我们迎来了腊月二十三——小年,在
这一天晚上,各家各户都在灶王神像勉强摆上糖瓜,山楂,柿饼,
红枣,花生等,求灶君“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俗称“辞
灶”。过了这一天,在外经商、打工、求学的游子心怀对家乡
亲人的无限思念,开始陆续返家,一路上无数次想象见到亲人
的激动场面。家中的亲人也怀着丰收的喜悦,开始陆续购买鸡
鸭鱼肉、酒菜、香火、鞭炮等,称为“办年货”;蒸馒头、打
米糕、出豆腐,称为“办年饭”,这些年饭可以一直吃到二月
二。

初夕傍晚,全家老幼聚在一起,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共享天
伦之乐,叫“辞岁”,然后大家将屋里堂外置办得灯火通明,通
宵达旦,彻夜不眠,谓之“守岁”。等到大年初一,人人穿上崭
新的`衣服,走街串户,互致新年的祝福。从初二开始,人们开
始盘算着走亲戚,侯客人。

迎来送往十几天,春节的另一个高潮——元宵节到了,人们纷
纷走上街头,点花灯、放烟火、玩龙灯、踩高跷、扭秧歌、跑
旱船、打腰鼓,尽情宣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就是家乡的春节!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六

我的家乡是广西桂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名字叫平也，这里
山绿水清，风景很美。和其他地方一样，许多的传统节日，
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大家都热热闹闹的过，
有的还有着独特的风俗，就特别的热闹。从腊月二十三就开
始了，大家把这一天称为“过小年”。老人说家家的火塘和
灶台都由一个神仙管着，叫“灶王爷”，他是不吃肉的，人
们要杀鸡宰猪过年了，所以他选择了这一天回到天上去。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祭“灶王爷”：晚饭过后，用洗刷得



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油的锅，炒一些自家产的花生黄豆，装
进三个小碗里，将小碗和三双筷子摆在灶台前，再点上几柱
香，朝着灶台恭恭敬敬的拜三下，嘴里还要说：“灶王爷，
请你好好享用，要保佑我们全家喔”。老人们说：如果你好
好招待灶王爷，他回到天上后会帮你在神仙面前说好话、保
佑你，让你在新一年里能平平安安，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祭过灶王爷后，大家就开始打扫卫生，也叫做“扫尘”，大
人说，这样做是为了把一切穷运和晦气统统都扫出门。每逢
春节来了，家家户户都要清洗家里的锅碗瓢盆，拆洗被套、
窗帘还有扫天花板、擦窗户，把屋里屋外，房前屋后整理得
干干净净的，欢欢喜喜的迎新春。“扫尘”过后，大人们就
开始准备年货了。

从平也到龙胜县城有十几公里，去年铺通了平坦漂亮的柏油
马路，交通可方便了。县城的商店里和农贸市场摆满了各种
各样的商品，新鲜可口的水果蔬菜和鸡鸭鱼肉，还有许多漂
亮的衣服……应有尽有，大家兴致勃勃的购置年货，回家路
上个个都大袋小袋的提着，脸上洋溢着过年独有的喜悦。到
了腊月二十七，家家户户都开始杀猪，做豆腐，为春节准备
丰富美味的菜肴。终于到了大年三十，各家各户都贴上了红
红的对联和各式各样的福字，为节日增加喜庆的气氛。除夕
夜，人们准备一年中最丰盛、最有意义的年夜饭。开饭了，
阵阵雷鸣般的鞭炮声过后，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地品尝着
美味佳肴，举杯祝愿，所有人都沉浸在一阵阵欢声笑语中。

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吃着瓜子糖果，兴致勃勃
地看着春节联欢晚会。节目非常精彩，时时引得大家捧腹大
笑。时间过得真快，随着零点的钟声敲响了，新的一年终于
到来了。每家每户都响起了鞭炮，好热闹啊。这时大人们都
会给我们小孩送上压岁红包，祝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上
一层楼，心想事成……除夕之夜就在这样美好的祝福声中，
在甜蜜的梦想中过去了。

大年初一的早晨，全村男女老少都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



袜子和新鞋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
人们开始拜年了：亲戚朋友就开始“走亲戚”了，小孩给大
人恭喜，大人给小孩发红包，然后又聚在一起吃年饭。从初
二到正月十五，村头村尾男女老少，拿着鸡鸭酒肉去走亲访
友，整个村子都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这就是我们，我
喜欢。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七

我的家乡宁乡有许多传统的节日，最让人开心的就是过春节。

说起春节，小孩们甚是高兴，可以在春节过一段小长假，可
以穿漂亮的新衣服，买各式各样的糖果。当然，平时也有新
衣服穿和糖果吃，但我还是更喜欢春节！

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每当到冬至，家家户户都把肉切成一
条一条的，放在火炉的架子上熏烤着，那场景感觉就是在办
腊肉展会一样！

腊月二十四是我们家乡的小年。这天，人们开始打扫卫生，
把家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杀猪，打鱼，上街购置
各式各样的吃的，置办丰富的年货，准备过一个幸福热闹的
年。

除此之外，大人和孩子们也都是手忙脚乱。大人们都搭着长
梯站在高处，手拿着红红的对联，让站在地面的孩子帮着指
正对联是否贴得匀称工整。孩子们也是眼花缭乱，在五颜六
色的新衣服中要选一件最喜庆最漂亮的，可真是为小孩子们
出难题啊，因为这些衣服她们都喜欢。

腊月三十，就是除夕了。天刚黑了起来，街上灯火通明，鞭
炮的声音响彻云霄，过年的味道更浓了！家家户户都团圆在
一起热热闹闹的吃着年夜饭，欣赏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带来的视听盛宴！到了零点，正是小孩最高兴的时候，因为



他们可以接到厚厚的压岁红包，预示着新年孩子们健康成长！
学业进步！

从大年初一到初十，是人们走亲访友的好日子。人们互相拜
年，祝福亲朋好友平安健康。家里来客人了，大人们都拿出
最好吃的来招待，小孩子们好开心，他们可以收到来自客人
的红包。

到了元宵节，街上处处张灯结彩，耍龙灯，猜灯谜，放烟花
等，又是一派万象更新的景象！

正月十六，热闹的春节结束了，人们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和
生活，孩子们也恢复了往日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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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春节初一篇八

春节是我们国度的传统佳节，关于过春节各地的风俗可多了。

在我的家乡山东，元旦夜可是最重要的。一家人聚会在一同
开开心心、热繁华闹地品味着年夜饭——饺子，由于我们南
方人喜欢吃饺子，预示着新的一年交好运。而北方人则喜欢
吃汤圆，意味着一家人团团聚圆。年夜饭后观看盛大的春节
联欢晚会，则成了每年的常规。大人小孩一同守岁，听新年
的钟声敲响，看各种烟花竞相开放，别提那兴奋劲了，哪里
还有睡意，在大人的再三吹促下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觉。

初逐个大早，天不亮全家人都起来迎接新春。开门第一件事
情就是放一挂鞭炮，然后在院子里“发纸”、“磕
头”、“祭拜”，祈福新的一年。春节的第一顿饭都是吃饺
子，烧火煮饺子要用芝麻杆，意味着新的一年生活像“芝麻



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红火。吃完饺子就开端拜年，首
先给爷爷、奶奶、大爷、大娘拜年，她们会给我压岁钱，我
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然后我们就出门到亲戚邻居家拜年，
看到村庄四处繁华特殊，炮竹声声，接连不时。人们都穿着
新衣服，个个怒气洋洋。对我们孩子来说，新年更快乐了：
手上拿着气球，帽子上还插着五颜六色的花，蹦蹦跳跳，与
同伴们追逐游戏，恨不得天天都过春节！

我爱，它不但让我长大了一岁，还能给我带来无量的高兴！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九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重重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这首诗描写了春节一片繁荣之景，在我的
家乡春节可是个最重要的节日。

过年了，可是准备是一大难题，看看我的家乡是怎么准备的
吧。我的家乡是东北那旮的一个小村落，过年时可有够忙的。
去县城买各种食品，像鱼啊、糖果啊、田鸡啊等等五花八门
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大鱼要挑活的、糖果要挑甜的、田鸡要
挑肥的，这才能满足我们的胃口。可有人问了过年怎么不买
鸡鸭菜呢？因为啊在我的老家，家家户户都有菜园，养着胖
乎乎的鸡鸭猪牛。我们过年吃的`肉总是香喷喷的，因为他们
的饲料就很好，菜是我们家乡的一大特色。

包饺子，可是有我们特殊的方法。饺子的馅儿也是各式各样
的，菲菜鸡蛋的，鸡蛋是山中野鸡蛋；狍子肉，东北特有动
物；酸菜猪肉的，传统的酸菜腌制，到处都洋溢着农家气息。
形状也有讲究——包的像麦子穗，皮薄馅厚倍香，好看又有
含义，预示着明天能有好收成。在煮法上更是别具一格。用
大锅架在土坑上，在底下堆上柴火，火焰仿佛呼之欲出，在
跳着激昂的舞，浓烟滚滚，驱散着寒冬腊月的寒冷。用天然
木头烧出来的饺子另有一般风味，香喷喷的，好吃到仿佛不
是人间存在着的美味。



要说过年的时候，小孩子可是最高兴的。给长辈们说上几句
祝福的话，便有红包拿，拿到红包后都乐呵呵的美滋滋的。
吃着如宫廷御宴般的美食，看着春节联欢晚会，仿佛家里剩
下的鸡、猪、鸭、牛也都跟着高兴起来，一派其乐融融的景
象。要说小孩子期盼的还是放鞭炮，别看村子小，鞭炮样式
可不少。几千响的长连鞭炮、二踢脚、小陀螺……各式烟花
甭提多漂亮了。一缕青烟冒出“嘶——”小孩子就欢呼雀跃
起来。鞭炮声虽然极其响亮，小陀螺的声音虽机器清脆高昂，
但合起来却如一场乐会，在指挥棒的指挥下分外和谐动听、
嘤嘤成韵。

我的家乡最大的特色——酒。老人们从地窖里拿出了珍藏三
四年的酒。有白酒和葡萄酒。白酒用自己家最好的高粱酿制
而成，葡萄酒是山上的野葡萄和城里最好的冰糖泡成。特别
是葡萄酒——浓郁的酒香中夹杂着葡萄的香气，仿佛飘出了
酒坛勾引出人对美酒想喝的渴望念头，摊称酒中之极品，莫
一口酸溜溜的莫一口甜滋滋的。豪爽的东北人用大碗喝酒，
喝完之后借酒助兴，两个人就高唱着二人转，两个人的声音
完美交融，婉转动听一点违和感都没有。

吃完饭后小孩子总是唱着老人给他们讲故事，小孩们听着听
着忽而高兴、忽而紧张、忽而害怕仿佛深入其境，老人们也
不厌其烦的讲着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这就是我，我
最爱的节日。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十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我的家乡在四川，这里
的春节有着独特的风俗。

除夕前的一两周，家家户户都必须大扫除一次，叫“扫扬
尘”，把家的里里外外都彻底的清扫一遍，包括屋顶啊，屋
檐啊，角角落落都清理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把一年的霉运全扫走。除夕的前一两天，



大人们就要忙着买鱼呀，买鸡呀，买鸭，以及准备过年吃的、
用的`、玩的一切物品。

除夕这天，大人们早早的就起床了，把我们小孩子也叫了起
来，就开始忙活了。爸爸就要准备杀鸡杀鸭，妈妈就在厨房
里把腊肉、猪头，整只鸡等煮熟。然后把煮好的猪头，整只
鸡端到神龛上去祭神。神祭完后家家户户都热闹起来了，人
们都就准备着一年中最丰盛，最有意义的团圆饭，吃饭之前
先放鞭炮，只要放了鞭炮，邻居之间就不能串门了。一家人
就热热闹闹开始吃团圆饭了，喝酒、吃肉、举杯互相祝福，
其乐融融，一顿团圆饭要吃上几个小时。最快乐的时候，莫
过于晚上放鞭炮，一整夜，鞭炮声连绵不绝，烟花“嘭嘭
嘭”，响彻云霄，在半空中开出了五彩缤纷的花朵，人们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有一首诗写到“除夕更阑人不睡，
厌禳钝滞迎新岁。”大意应该是：除夕夜直到午夜时分，人
们都还没有睡意，都在祈求神灵除灾降福，这不就是现在的
景象吗？大家都迫切的等待着新的一年到来。

正月初一没有除夕那么喜气洋洋。四川人在正月初一不能讲
脏话，不能哭，不能说不吉利的话。这一天还不能扫地，要
把扫帚藏起来，让垃圾积下，说是：“堆金积玉”。大家都
穿上了新衣裳，喜气洋洋，五颜六色新衣裳的像一朵朵五彩
花。到了晚上，长辈们要给小辈发压岁钱，这称为“压肚
腰”，意味着一年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小辈祝福
长辈，调皮的小男孩总爱笑眯眯的说“恭喜发财，红包拿
来”长辈总能满足小辈愿望。亲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向亲戚朋
友送去最美好的祝福，表达自己最真诚的期望。

到了初二、初三、嫁出去的女儿才能回娘家拜年。女儿回家，
通常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回家。里面装满了饼干呀、糖
果呀、水果呀，酒是必不可少的，至少都是“三色礼”。虽
然礼物都颇薄，但礼轻情意重，表达了女儿对家人的思念与
最美好的祝福。



接着就是元宵节了，元宵节是春节的尾声，可仍和除夕夜有
得一比。正月十五闹花灯，大街小巷处处张灯结彩，一个个
精致的小灯，照亮街道的每个角落，几百盏灯，各有各的特
色，各有各的图案，各有各的形态，让人仿佛进入了一个五
彩缤纷的世界。白天，穿的花枝招展的中年男女就开始
了“耍龙灯”。由两人合撑龙头，撑龙身龙尾的十几人，在
一阵阵锣鼓声中翩翩起舞。龙忽而翘头仰视，忽而回头低顾，
忽而摇头摆尾，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看的观众喝彩声不绝。

一眨眼，春节就过去了。大人和孩子们在这喜庆热闹的节日
里又迎来新的一年。真热闹啊！我又在期待下一个春节了。

家乡的春节初一篇十一

我的家乡位于黄河北岸、北依太行辽阔的中原大地。我们家
乡每年都有过春节的新年。每逢春节倍思亲，合家团圆走亲
访友、有春节文艺演出、有秧歌、有舞狮、民间各色文艺演
出等。

春节是我们过的最有意义最快乐最开心的节日，家家户户鞭
炮齐鸣，各寺庙、神会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共庆新春
的来临。真是热闹非凡。

春节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各家各户贴的春联是我认识到春联
的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