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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汇报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工作情况、
做法、经验以及问题的报告，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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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网搜索

为什么要拜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知道的是正月初一家长带领小
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以吉祥语向对方祝颂新年，
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之“拜年”。

为什么要贴春联?春联源于古代的桃符。桃符是挂在大门两旁
的长方形的桃木板。上面写上“神荼”，“郁垒”二神名，
以驱鬼避邪。

为什么要守岁?

“灶王”一职。玉皇的小女儿也就成了“灶王奶奶”。

灶王奶奶深知百姓的疾苦，常以回娘家探亲为名，从天上带
些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东西回来分给大家。玉皇对此非
常生气，就规定灶王爷夫妻一年只能在腊月二十三回天宫一
趟。



为了能从天上多给人们带些东西回来，灶王奶奶是想尽办法
收罗，今天弄些豆腐、明天弄些肉，后天蒸馒头，大后天打
酒，一直到除夕晚上，才将东西收罗的差不多。为了人们能
过个好年，灶王奶奶连夜赶回人间。家家户户的人们则是一
夜不睡觉，点起旺火、香烛、燃响鞭炮，迎接灶王奶奶返回
人间。

希望通过此篇调查报告，增加人们对于春节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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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2月16日

绍兴市

上网查找，询问父母

风俗是世代相传的文化，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风
情和生活习惯。只有全方面了解一个地区的风俗，才能融入
到这个地区生活。为了全面了解家乡的风俗习惯，我深入的
做了一欠春节调查报告。

1、扫尘

扫尘，又称扫屋、扫房、除尘、除残等，是中国民间过年传
统习俗之一。年前忙年主要是以除旧布新为活动主题，扫尘
就是年终大扫除。民谣说：“二十四，扫尘日”。此时，家
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用青竹叶与柚子叶绑在杆上，清扫屋
顶天花，墙壁的尘垢蛛网。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
运”、“晦气”统统扫出门，寄托了中华民族一种辟邪除灾、
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2、贴春联



春联，又叫“春贴”、“门对”、“对联”，它以对仗工整、
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美好形象，抒发着美好的愿望，是中国
独特的文字形式。当人们在自己家门口上贴春联或贴幅字时，
就意味着春节即将来临。每逢春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每户人口都会挑漂亮的红春联贴在门上，迎接春节的气氛，
并辞旧迎新。

3、守岁

守岁是中国民间除夕的习俗，又称点岁火、敖年等。守岁的
民俗主要表现为除夕夜灯火整夜不灭，据说这样过后，就会
使家里财富满满。守岁也指除夕夜家人团聚，熬夜迎接新年
的到来。

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岁月中，春节是独特的中华民族特色。春
节期间，我们汉族大多数以活动表示庆祝。这些活动都带有
浓郁的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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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上收集资料

春节是我国的一个特色节日，虽然现在的社会在高速发展中，
贴春联、贴"福"字、给压岁钱、除夕守夜等习俗至今仍很盛
行。那么，这些习俗有什么意义吗？他们又是怎么来的呢？
通过在互联网上的查找，我对此有了一定的了解。

春联，起源于桃符。“桃符”，周代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
形桃木板。据《后汉书·礼仪志》说，桃符是用来驱鬼辟邪
的。五代时，有人在桃符上提写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
号长春”，这便是我国的第一副春联。宋代，桃符由桃木板
改为纸张，叫“春贴纸”。



贴福字在春节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福有两种贴法。
一种是正贴，一种是倒贴。正贴是正确的铁法，倒贴是因为
旧年中家中有不幸，希望转运。但是时间一长，人们渐渐忘
记了原因，把福倒着贴是为了表示“福倒（到）了！”

关于压岁钱和守岁，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古时候，有一
种小妖叫“年”，大年三十晚上出来用手去摸熟睡着的孩子
的头，孩子就吓得哭起来，发高烧，变成傻子。因此，家家
都在这天亮着灯坐着不睡，叫做“守祟年”。有一家夫妻他
们怕“祟”来害孩子，他们就把八枚铜钱用红纸包着放在孩
子的枕头下边。半夜里，“祟”刚伸手去摸孩子的头，枕头
边就迸发道道闪光，吓得逃跑了。到了近代就渐渐演变成了压
“岁”钱，祝愿孩子“连连高升”。

由于时代的变迁，更多人忘记了春节的习俗，使年味越来越
淡。希望本次调查可以给大家一点了解，让大家喜气洋洋的
过好每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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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地点：xx省xx市xx区

调查方法：在互联网上收集资料。问长辈

调查人：xx

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年俗活动内容变得异常丰富多彩。其中，
那些敬天祭神的迷信内容，已逐渐被淘汰，而那些富有生活
情趣的内容，像贴春联、贴年画、贴"福"字、剪窗花、蒸年
糕、包饺子、燃爆竹、除夕守夜、拜年等习俗至今仍很盛行。

贴 窗 花

新春佳节时，许多地区的人们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一



一一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而且也为人们
带来了美的享受，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
是一种非常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
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人们一般称其为"窗花"。窗花
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因窗花的购买者多为农民，窗花有
相当的内容表现农民生活，如耕种、纺织、打鱼、牧羊、喂
猪、养鸡等。除此，窗花还有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题材。
另外，花鸟虫鱼及十二生肖等形象亦十分常见。窗花以其特
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喜气洋洋。

拜 年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古时"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
贺新年，包括向长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
好等内容。遇有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拜年一般从家里
开始。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祝福长辈
健康长寿，万事如意。长辈受拜以后，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
岁钱"分给晚辈。在给家中长辈拜完年以后，人们外出相遇时
也要笑容满面地恭贺新年，互道"恭喜发财"、"四季如意"、"
新年快乐"等吉祥的话语，左右邻居或亲朋好友亦相互登门拜
年或相邀饮酒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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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全球化，农村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
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年青一代受到
世界综合文化的影响，在思想与兴趣等方面出现“西化”现
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有所淡化。春节期间，
我对家乡农村的春节文化习俗进行了适当的调查，分享给同
学们，借此激发同学们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
与创新、继承与发扬。



下面向大家汇报关于春节习俗的三个方面的调查结果。

走访和观察了几十户人家，认真查看和欣赏了各种对联，现
将我的分析汇报给大家。

1、春联的格式

正门对联：贴在门堂中，纸张较宽大，字数一般4-5个大字，
少数铁门有7个大字的。

门旁对联：贴于门两旁，一般木门旁较窄，多数是7个小字对
联，也有9个小字对联。有些人家是大铁门，则是7-9个大字
对联。

“四个字”：贴于门头正上方，特大字，反应主人的吉祥心
意。常见为“紫气东来”、“飞熊镇第”、“耕读传家”等。

“福”字：正门的最上方通常贴一个“福”字。有的正贴，
也有倒贴的。倒贴寓意“福到”。

柱联：贴于各种柱子上，大字对联，通常7-9个字。

迎喜条：通常贴在家门口的树上，如“迎喜接福”、“四季
平安”、“四方来财”等

2、春联的内容

正门对联的内容多半都是积极、乐观、祥和、祝福等等美好
的。

祈愿类的，如“花开富贵，竹报平安”

言志类的，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祝寿类的，如“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



歌颂类的，如“国梦圆时家梦好，政风畅处世风清”

写景类的，如“几行绿柳门户晓，一树红梅万户春”

行业类的，如“联通千里全家福，信达万户百姓欢“

励志类的，如“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

3、春联的材质与种类

(1)地方工艺的红纸人工书写：比如，我爷爷就喜欢买当地
叫“凤凰特红”红纸，在白纸上涂上红色涂料，越晒越红。
用碳素墨水书写对联，即使一年过去了，还是黑字黑的发亮，
红纸则鲜红如新。

(2)印刷版：就是在一般的红纸上印刷黑色字迹的对联，这种
对联开始好看，时间长了就会裉色发白。

(3)烫金版：也属于印刷的一种，在红纸上印刷烫金字对联，
金光闪闪，很好看，但阳光晒的时间长了，字就会掉下脱落。

很多年青人不太讲究，喜欢买印刷版对联，方便省事。但是
年龄大一些的人喜欢买好红纸，请人到家写对联或订购手写
的对联。其实，后者赋有传统文化气息，值得推崇。

4、贴春联

(1)时间

贴春联通常时间是除夕当天的上午，贴好春联就等着吃午饭
了。但也有提前一天、二天贴春联的。大人们说，民间有习
俗，穷人家过年就是“年关”，但只要贴上春联，债主见到



了就不会上门要债了。

(2)程序

“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之前，通常要上一年的旧春联撕
掉，把门清理干净。

农村一般会先“打”好“浆糊”，然后裁好对联，做好准备。
先在门上相应部位涂上浆糊，然后把对联拉直，轻轻贴上去，
稍微调整后，用抹布压平即可。有时候要借助椅子、凳子和
梯子才行。

贴对联也讲究文化，传统文化要求左边为上联，右边为下联，
而上下联的判断依据是平仄声，需要了解对联知识并拼音基
础好。如果家里人没有文化，你从他家的春联贴法就可以看
出来。

5、特殊的孝联

对于家中有人去世的家庭，很多人家会贴1-3年的孝联，以示
对亲人的沉痛悼念。

在传统的习俗中，春节放烟花爆竹是不可缺少的，硫磺硝烟
味总是和春节的气息紧密整合在一起。人们总是以为烟花爆
竹放的越响亮，来年的运气就会越好。网络查询可知：放爆
竹是为驱逐一个叫“年”的吃人怪物，以确保民众平安，进
而演化为一种祈福平安的民间习俗。

1、燃放时间

(1)过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目的是为了送灶神回娘
家(天堂)。民以食为天，期盼灶神能“上天说好话，下地保
平安”。



(2)除夕年夜饭时。过去，年夜饭是在晚上，如今“抢过年”，
不少人家上午没到十点就吃饭了。

(3)除夕半夜12：00时。“爆竹一声除旧岁”，守夜结束时，
爆竹声震天，接“灶神”回家，迎接新年的到来。

(4)正月初一的早晨，俗称“开门炮”。民众很讲究“开门
炮”，希望一次呵成，预示新的`一年中一切顺利!

(5)正月初三早上“送年”。过去，表示节日完成，需要开始
下地干活了。

2、烟花爆竹的种类

(1)礼炮型烟花：观赏性强，冲击力大，安全性要求高，燃放
需要在空旷地带，当然价格也是较贵的。据说是近十多年才
有的，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往往燃放的既多又“豪”!

(2)鞭炮：有普通鞭炮与闪光炮(如“遍地红”)两种，前者是
传统简装鞭炮，价格较便宜，后者是精包装、安全性好的鞭
炮，价格较贵。鞭炮燃放起来持续响亮，预示顺当，是春节
必不可少的。

(3)手持烟花：通常是儿童们手持燃放的观赏、娱乐型烟花。
我小时候就喜欢缠着父母买这种烟花玩。

3、反思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即使在乡下不限放烟花爆竹，
相对于往年，燃放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以往，除夕及正月
初一，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和街道，空气中弥漫着浓厚
的硝烟味道，让人咳嗽不已，简直令人窒息，呼吸困难!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还在小学，爷爷奶奶要求爸爸过年也要



放烟花。后来，经过爸爸、妈妈和我的建议和反复劝说，爷
爷奶奶就再也不要求燃放烟花。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
印象中，除了在老家爷爷奶奶准备好过年的鞭炮，爸爸在单
位和小区里再也没有燃放过任何烟花或炮竹。作为老师，爸
爸每到春节都教育学生爱护环境，不要燃放烟花爆竹，他确
实以身作则做到了。

烟花易冷。不管烟花爆竹多美，过多地燃放的确对环境空气
产生了污染，需要我们理性对待。听在曾经在上海过春节的
大舅说，上海过春节非常安静，根本没有一点儿鞭炮声，但
大街上的年味也很浓厚。或许，我们也要改变思想观念，对
传统文化进行改良与发展，对烟花爆竹进行必要的控制。

1、走亲访友是春节最热闹的事情。

现代人工作繁忙，不少亲人打工在外，春节成为亲戚之间互
动的主要时期。一般地，走亲访友都会带点礼品。礼品多数
为酒类、乳制品，也有其他的，如香烟、保健品、糖果或玩
具等。到家后，主人会招呼大家先围在火盆周围，端出各种
糖果零食，泡上家中最好的茶水，一起拉起家常。

一般地，血缘关系近、平时关系好的亲朋好友会留下来一起
吃饭，仿佛不吃饭是对主人的不尊敬。老年人特别希望亲戚
朋友在家里多热闹一段时间，所以有不少亲友会选择聊天、
喝酒、打牌，把热闹的气氛搞的浓厚，主人会很开心，事后
也会津津乐道。

2、喜酒扎堆礼金重

因为平时在外工作的人多，乡村多半是妇孺儿童和老人，所
以很多人把喜酒安排在春节期间，比如结婚、乔迁，甚至还
有把孩子周岁喜酒提前或推后到春节期间，图的是亲戚朋友
都能到场，热闹一些。这些扎堆的喜酒无形中使得春节变得
更加匆忙，甚至会遇到一天要喝2-5家喜酒的情况。



3、反思与新气象

走亲访友带礼品导致浪费较大，虽然有的家庭可以把a带来的
礼品转送给b，而b又流转给c，但最终家家都会留下一类酒品和
乳制品等，而今礼品动辄几百元，导致每个家庭花销很大。
但实际中，很多家庭一年也喝不了几瓶酒，礼品往往过期了
也用不掉，浪费惊人。

喜酒扎堆使得很多人春节礼金花销很大。随着经济的发展，
礼金越来越重，由于崇尚礼尚往来，礼金的攀比导致的经济
压力也不小。

然而，春节也出现了新气象。

(1)有不少家族统一意见，春节往来不再带礼品，彼此之间见
面聊天、喝酒、打牌，图个热闹，就非常不错。

(2)也有一些家族搞aa制新团拜，把家族的亲人约到酒店，一
起见面吃饭、聊天、娱乐，不要天天张家李家到处跑，效果
也是很好的。

(3)也有家族轮流到访。今年一起到a家、b家，明年一起到c
家、d家，等等。这样很多家庭可以解放出来，主办家庭也能
一次待百客，节约了时间和精力。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有重
大经济因素参与，我的调查报告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我的
调查报告能激发同学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思考改革与创
新、继承与发扬，使得这一传统节日的意义和内涵得到更好
的丰富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