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代表着团圆、祥和与美好的祝愿。在春节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张灯结彩，欢

庆新春的到来。我们也会贴春联、吃团圆饭、放鞭炮、拜年等，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就

熟悉的习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习俗的由来和意义，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春节，象征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在这个喜庆的时刻，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欢声

笑语此起彼伏。与春节有关的文化有很多，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习俗和传统，还有许

多优美的诗词与之相伴。这些诗词不仅描绘了春节的喜庆氛围，更传承了中华民族

的文化精髓。以下是部分描写春节的诗词，请大家仔细阅读，认真感受这些诗词背

后蕴含的情感。

1.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宋·王安石《元日》

2. “万物迎春送残腊，一年结局在今宵。”——宋·戴复古《除夜》

3.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唐·孟浩然《田家元日》

4.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宋·陆游《除夜雪》

5.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唐·刘长卿《新年作》

6. “十年旧梦无寻处，几度新春不在家。”——宋·吴文英《思佳客·癸卯除夜》

7. “莺啼燕语报新年，马邑龙堆路几千。”——唐·皇甫冉《春思》

8.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明·文徵明《拜年》

9.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宋·苏轼《守岁》

10. “陪都歌舞迎佳节，遥祝延安景物华。”——近代·董必武《元旦口占用柳

亚子怀人韵》

互 动 交 流 1  春节起源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它的身体异常庞大，面目狰狞，异常凶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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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神话传说中，每年除夕之夜，年兽都会从海底爬上岸，对村庄里的牲畜和人们

展开残忍的猎食。

年复一年，村庄的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每当除夕夜来临，村里的居民们都会

扶老携幼，逃往深山，以躲避年兽的猎食。他们深知，如果不逃离，很可能会成为年

兽的下一个猎物。

有一年的除夕夜，村庄外来了一个乞讨的老人。他衣衫褴褛，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裹，

看上去非常疲惫。他看到乡亲们纷纷逃往深山，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情。只有村东头

的老婆婆给了他一些食物，并劝他赶紧上山躲避年兽。

老人摸了摸自己的长胡子，对老婆婆说：“婆婆，如果您让我在这个家里待一夜，

我一定会把年兽赶走。”老婆婆看着他，眼神中充满了担忧。她知道年兽的威力，也清

楚这个乞讨老人可能无法与之抗衡。于是，她继续劝说老人上山躲避，但老人却笑而

不语。夜幕降临，村民们都已经逃往深山。整个村庄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村东头的那

个小屋还亮着微弱的灯光。那是老婆婆的家，也是那位乞讨老人的临时栖身之所。

半夜时分，年兽如期而至。它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睛，口中流着口水，咆哮着冲

进了村庄。然而它发现在村东头，那个熟悉的老婆婆家门前，燃着烛火，贴着红纸。

屋内的烛光透过窗户映照出来，显得格外明亮。年兽低吼了一声，缓缓靠近老婆婆的家。

然而，就在它即将到达门口的时候，院内突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炸响声。爆炸的

火光和响声让年兽浑身一颤，它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袭来。

原来，乞讨老人并没有吹牛，他真的知道如何驱赶年兽。他用红纸和烛火吓退了

年兽，还用炸响声震慑了它。这一夜，年兽没有进村。

第二天清晨，村民们纷纷从深山返回村庄。他们看到村庄安然无恙，都感到十分

惊讶。当他们得知是那位乞讨老人驱赶了年兽时，都对他感激涕零。

从此以后，每年的除夕夜，村民们都会按照老人的方法挂起红灯笼、贴上红对联、

燃放鞭炮来驱赶年兽。渐渐地，这个风俗越传越广，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春节习俗。

1. 教师请学生说一说，还知道哪些关于春节起源的其他传说。

2. 教师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传说，以角色扮演的形式，与小组成员一起还

原传说的内容，随后其他学生可以进行品评，以此来加深学生对春节的理解。

评 析

春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节日，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时刻。在春节期间，无论人

们身在何处，都会尽量回家与家人团聚，共度佳节。这种团聚的氛围，让人们感受到

家的温暖和亲情的可贵。同时，春节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珍惜每一

个时刻，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提醒学生在新的一年里，做一个有目标、有梦想、有爱、

努力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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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  展  习  题 

1.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它通常是在农历的（　　）庆祝。

A. 正月 B. 二月 C. 三月 D. 五月

2. 传说春节最初是为了驱赶一个怪兽，人们张灯结彩，放鞭炮。这个怪兽是（　　）。

A. 龙 B. 麒麟 C. 年 D. 乌龟

3. 以下哪个选项不是春节的习俗 ?（　　）

A. 贴春联 B. 放鞭炮 C. 守岁 D. 吃粽子

4.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 , 它起源于（　　）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

A. 秦朝 B. 殷商 C. 明朝 D. 宋朝

5. 王安石的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桃符”是（　　）的

原始形式。

A. 窗花 B. 红包 C. 春联 D. 福字

答案：A　C　D　B　C

互 动 交 流 2  春节的传统习俗

有一个叫可可的小男孩，他的家乡有着丰富的春节传统习俗，其中可可最喜欢的

就是贴春联和包饺子。

春节前夕，可可和爷爷一起买回了红纸和墨水。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红纸铺在桌子

上，然后开始写春联。可可虽然年纪小，但他的字写得非常工整，他写下了“迎春接福”

的横批。爷爷则写下了“家和万事兴，国泰民安康”的对联。写完后，他们一起将春

联贴在门框上，整个家里顿时充满了喜庆的氛围。

除了贴春联，包饺子也是春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可可的奶奶早早地准备好了饺子皮

和馅料。可可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包饺子。可可学着大人的样子，将馅料放在饺子

皮中间，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皮对折，用手指捏紧边缘。虽然他包的饺子形状不太规整，

但爷爷奶奶还是夸赞他做得很好。包完并煮好饺子后，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品尝着美

味的饺子。可可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美味的饺子，因为这里面有家的味道、爱的味道。

在春节期间，可可还学会了制作平安符。他和家人一起准备红纸和红绳，将红纸

折成三角形，然后用红绳将它们绑在一起。在平安符里，他们放入了一些硬币和糖果，

寓意着祝福和好运。

最后，可可和家人一起参加了村里的庙会。庙会上有各种小吃摊位和手工艺品摊位。

他们品尝了各种美食，购买了一些纪念品，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1. 教师请学生进行小组讨论，说一说还知道哪些春节的习俗，各个地方又有哪些特

色习俗，并派代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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