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习俗有哪些 清明习俗心得体会(汇
总17篇)

通过一个简洁而有力的标语，企业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脱颖而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制作标语要注重大众的语言
习惯和审美需求，以及传媒环境和传播方式的特点。接下来，
小编会为大家介绍一些经典的标语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带
来一些启发。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一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也是我国的一个重要传统习
俗。我在这个清明节里亲身体验了一番清明的习俗，深深地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通过参加祭祖扫墓、踏青赏花、
放风筝等活动，我深切体会到了清明习俗的独特之处，并对
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在清明节期间，祭祖扫墓是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一项活动。
我陪着家人一同前往祖先的坟墓，整理、清理坟地。在扫墓
过程中，我静静地站在祖先墓前，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之情。祭奠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对祖先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也更加了解到家族之间的血脉联系以及传承之重要性。通过
这一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不在”这句诗的内涵，感受到了传承和守望的责任。

除了祭祖扫墓，踏青赏花也是清明传统习俗中的一项重要活
动。清明时节，大自然万物复苏，春光明媚，正是一年中最
宜踏青的时候。我和家人一同前往公园，漫步在碧绿的草坪
上，沐浴在温暖的春风中。看着细嫩的小草绿油油的长出地
面，五彩缤纷的花朵在阳光下绽放，心情也随之愉悦起来。
踏青赏花让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也让我对生活充
满了希望和活力。这一活动让我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好，让
我重新认识到了生活的多姿多彩。



在清明节期间，还有一个传统习俗是放风筝。放风筝是清明
节中一个受欢迎的游戏，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在这个节
日里，我和小伙伴一同来到开阔的地方放风筝。风筝在空中
翱翔，拉动线的手感觉到了风的力量，看着风筝随风而动，
我不禁感到一阵畅快。放风筝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掌控风筝的
力量，还在于它所释放出的自由和欢乐的氛围。这一活动让
我领略到了生活的乐趣，让我感到了放松和舒畅。

除了以上的习俗活动，清明节还有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就是
吃清明粥。清明节时吃清明粥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也是表
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我熬制了一锅清明粥，用新鲜的
菜蔬、香料和稻米煮制而成。我和家人端坐在一起，共同享
用这碗味道鲜美的粥。每一口都传递着亲情和家庭的温暖，
让人感到满怀感激。通过吃清明粥这一传统习俗，我感受到
了家族的凝聚力和亲情的厚重。

通过参与清明节的各项传统习俗，我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
的魅力和价值。祭祖扫墓让我明白了家族的重要性，踏青赏
花让我重新认识了生活的美好，放风筝让我感受到了自由和
欢乐，而吃清明粥则让我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情谊。
这些习俗不仅仅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更是我们身处现
代社会中保持人与人之间情感纽带的重要方式。清明习俗的
传承和发扬，不仅让我们了解到自己的文化根源，也让我们
在忙碌与现实中寻找心灵的净土。通过参与这些传统习俗，
我对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自己的国家
和家庭更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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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哪天呢？跟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用月亮历法的农历不
同，其实清明节是一个太阳历法的公历日期，固定在公历的
每年4月4日至4月6日之间。有些同学问清明节是农历几月几
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清明节的农历日期每年都是不同的，
他是太阳运行到特定位置上的公历日期。比方说今年清明节
是4月5日，跟农历没有关系。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
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
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
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
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
（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
系列体育活动的的习俗。

直到今天小学生作文作文人网你也可以投稿，清明节祭拜祖
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三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也是我国传统文化
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天，人们要祭祖扫墓，祭奠先
人，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清明节还有一些特
别的习俗，比如踏青、放风筝、游山玩水等。通过参与这些



习俗活动，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首先，在清明节这一天，我家会聚在一起，携带着鲜花、香
烛和食物，来到我爷爷的墓前进行扫墓祭奠。祖父辈的长辈
会依次磕头，摆放鲜花，并点燃香烛。我们在祭奠的同时，
内心深处充满了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和敬意。通过这个仪式，
我们重温了家族的根和血脉的纽带。这让我更加明白了亲情
的可贵和家族的重要，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人，尽孝敬父母，
关心亲人。

其次，清明节还有踏青的习俗。踏青就是在春天里走到郊外
和公园，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享受春天的美好。每逢清明这
个时节，我家人会选择一个周边的大自然场所，在阳光明媚
的天气里散步，寻欢作乐。踏青的过程中，我们会用心欣赏
大自然的美丽，感受春天的气息。这让我对自然的力量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更加懂得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让美
丽可持续地传递给后代。

同时，放风筝也是清明节的一大特色活动。在清明的天空中，
五彩斑斓的风筝飞舞着，把人们的欢乐和心愿悉数挂在了天
空上。小时候，我就对放风筝活动充满了热情，每到清明这
一天，我就会找到一片开阔的空地，和小伙伴一起放风筝。
放风筝是一项既能锻炼身体又充盈心灵的运动。在放风筝的
过程中，我们需要用心掌握力度和方向，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这让我体会到了快乐的过程和成果的双重回
报。

另外，游山玩水也是清明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人们会选择一
些名胜古迹或风景优美的地方进行游玩。在清明期间，这些
地方往往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清明节的
游山活动，和家人一同前往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峰，一路欣赏
山花烂漫、山水清澈的美景。到达山顶后，我们放飞风筝，
感受了大自然的无限风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能够享受



大自然的美景，还能与家人之间增进感情，度过一个愉快的
时光。

最后，清明习俗带给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
传承。清明节习俗流传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中包含了
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参与这些习俗活动，我不仅能更加了
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能学习到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念，
培养家风家训，传承中华文化。这让我对于民族文化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和认同，激发了我继承和传承这份文化的责任感。

总的来说，通过参与清明习俗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扫墓祭奠让我明白了亲
情和家族的重要，踏青释放了对自然的敬畏和保护，放风筝
乐在其中的过程，游山玩水体验了大自然的美丽与宽广。更
重要的是，清明节习俗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激发了
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信。因此，今后我将时刻
铭记清明习俗的重要意义，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四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之一。每年的
清明时节，人们怀念和祭拜祖先，瞻仰墓地，且有许多习俗
与之相关。通过参与这些习俗，我收获了许多感悟和体会。
清明习俗既能使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又能引导人们关
注生命的价值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这些习俗中，我学到
了尊重和感恩的情怀，培养了环保的意识，也找到了内心的
宁静和坚守传统的归属感。

首先，我从清明习俗中体会到了尊重和感恩的情怀。清明时
节，人们会去祭拜祖先，瞻仰墓地。这一传统习俗不仅是对
先人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敬仰和感恩。走进祖先的坟地，
我感受到了先辈们对家族、对子孙后代的无私关怀，了解到
了他们为子孙后代付出的艰辛与辛苦。在祭拜中，我也学会



了如何感恩。向先人祭奠时，我不仅祈祷家庭的幸福安康，
还会表达对先人保佑的感激之情。尊重和感恩使我体会到了
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我对家庭和亲情更加珍惜。

其次，我通过清明习俗培养了环保的意识。清明时节，人们
还有一个传统习俗就是扫墓。扫墓是清明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而且扫墓过程中要注意保护环境。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和家
人一同前往祖先的墓地，一方面悼念祖先，一方面扫墓。在
扫墓的过程中，我会帮助家人清理墓地的杂草和落叶，为祖
先们铺上新土，整理好墓碑。而且，在扫墓之后，我们还注
意把废纸、废花等垃圾分类投放。通过重视环境保护这一细
节，我培养了自己的环保意识，明白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并且希望能够将这种意识推广给更多的人。

此外，清明节也给我带来了内心的宁静和坚守传统的归属感。
在这个节日中，人们清明踏青，观赏春天的美景，感受大自
然的芬芳和生机。每年清明节，我都会与家人、朋友一同去
郊外踏青，呼吸新鲜的空气，欣赏绽放的花朵，感受春天的
美好。这种与自然的亲近让我感到心灵上的宁静和平静。同
时，清明习俗也让我有了更强的归属感。虽然现代社会变化
迅速，但我始终坚守着这一传统，重视祭拜祖先、扫墓和踏
青的习俗。这种归属感让我更加珍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坚
信传统的力量。

总之，清明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我从中受益匪浅的地方。通过参与祭拜祖先、扫墓和踏青等
活动，我体会到了尊重和感恩的情怀，培养了环保的意识，
找到了内心的宁静和坚守传统的归属感。这些体会不仅丰富
了我个人的生活经验，也使我更加热爱家庭和国家，更加关
注环境保护。在今后的生活中，我将继续坚守传统习俗，传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五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爸爸决定带我、妈妈、妹妹、一起
回老家——泰兴扫墓。

在车上坐了漫长的三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爷爷家。

下车后，我们又像往常一样，带了一些纸钱去祭拜老祖宗。

那些老祖宗的墓地就在爷爷家后面的田里，田里只有羊肠小
路，而且路的两边全是小麦、油菜花，我怕踩死它们，所以
我走的非常慢。经过“千辛万苦”我终于来到了奶奶的墓地
前。

由于我走的很慢，爸爸、爷爷已经准备烧纸钱了，烧纸钱的
时候火花四溅，烟雾缭绕，我可不认为烧纸钱的这种祭拜方
式很好，因为这样会污染环境。之后我们又一个一个的给奶
奶磕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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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六

清明节要吃艾青团，我们也免不了这个习俗，不过，要做艾
青团要先找到黄花兰。

拿上了篮子和剪刀，到了田上。我不认识黄花兰，胡乱摘了
一些，很快就摘满了一篮子。奶奶抓起一把我摘的东西，叹
了一口气，说：“唉，嘉恒，这不是黄花兰。过来，黄花兰
叶子虽然是绿油油的，但是有点白乎乎，不怎么光滑，有细
细的绒毛，……她边说边指黄花兰给我看。”我不高兴地说：
“原来是这样，要重摘了。”

这次可慢多了。我们足足摘了半个小时才摘满了一篮子。回
到家里，奶奶拿出了面粉和水。奶奶先把黄花兰煮熟切烂，
然后在面桶里放了一袋面粉，和黄花兰搅拌，我拿来了自
制“捣蛋机”，不停地压，再压，直到黄花兰和面粉合二为
一，现在就叫这个面团吧!

我不断加柴，不断扇风，想让艾青团快些熟。我突发奇想，
从锅里拿了一个艾青团，用消过毒的铁丝，穿过艾青团，在
火上烤，还放了许多佐料，已经烧焦了，我轻轻咬了一口，
真好吃，我迫不及待地吃完了一个，又开始等那些正在进行
磨炼的艾青团。

一小时后，艾青团终于出锅了，我拿起一只小鸭子，一口咬
下去，好烫，我又吐了出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不
断吹气，让艾青团快速冷却下来，又吃了一口，一种清凉的
感觉在我的舌头上蔓延开来，我的味蕾得到了满足。奶奶说：
“自己做的，比那些无名小摊买的好吃多了。”我说：“是
呀，那些无名小食摊用的还是地沟油，一点都不卫生，我们
再去摘一点儿，等下次自己做，我真地忘不了这种滋味
了。”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七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祖扫墓的传统
节日，清明又是二十四节气之一。

在我的家乡，清明节的主要习俗就是扫墓祭祖。所以又把清
明称为“鬼节”。民间还有上坟、添坟的习俗。晚辈带着烧
纸，供品等，到已去世的家人坟上，烧纸磕头。最后给坟墓
上添新土，还要在坟头上压白纸条。听老人们讲这是给已去
世的家人修房屋，防备夏天，下大雨漏水。以此来表示对死
去家人的悼念。此时我想起了大诗人杜牧的一首《清
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
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清明节正值春天，万物复苏，春光明媚，桃红柳绿，到处是
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除扫墓之外，还有踏青郊游的活动。
这时，人们就会带着家人到野外去游玩，以此来放松放松自
己因工作而紧张的情绪，还可增加家庭的和睦气氛。古代也
有踏青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著名画家张择端的作品《清
明上河图》就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当时清明节都城人民郊游踏
青的热闹景象。

清明节还是植树的好季节。因此又有插柳植树的活动。听老
人们说旧时候有“清明不插柳，来年变黄狗”的谚语。

除了以上的风俗以外，还有吃蛋的习俗。这就如同春节吃饺
子，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一样。这些习俗随
着社会的发展，有的已经被淘汰，有的流传至今，有的还增
加的新的内容。

700字700字1厦门民谚有云清明吃薄饼，意思是清明节一家人
在扫墓后要聚在一起包薄饼吃。如今，闽南多数地方还保留
这样的风俗习惯。厦门薄饼和寒食节有关厦门薄......



作文：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
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
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
伤身......

作文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
到作文吧，通过作文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
在一块。怎么写作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八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
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

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
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荡秋千这是我国
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
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
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

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
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
童所喜爱。蹴鞠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
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
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
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植树清明前后，春阳
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
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
节叫作植树节。



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
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
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放风筝也是清明时节人
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
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
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
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
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九

清明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放假的第二
天——清明节的前一天，我们一家人决定去老家祭扫，准备
过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到达墓地后，爸爸在坟墓前逐个烧祭纸和印有100元字样的冥
币。我看见纸灰都飞走了，就问爸爸这是怎么回事。爸爸说：
“这祭纸和冥币，代表送给祖先的礼物；烧成纸灰飞走了，
代表祖先把送给他们的礼物都收下了。”我说：“这可能是
一个传说吧！”爸爸肯定的说：“当然喽，我们这么做只是
缅怀祖先，表达我们的怀念之情罢了。”然后爸爸又在墓地
前许下了一些愿望，希望能顺利实现。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

4月4日，一个举国悲痛的日子——清明节。到了那一天，心
就会特别悲愁垂涕。这一天是给逝世的亲朋好友、革命先烈
送去自己对他最诚挚的祝愿。

看望逝者时，忌嬉皮笑脸，这是对逝者的最大敬意。装束一
定不要太过艳丽，颜色最好为黑色，因为这样最为尊重逝者，
也可以更加体会出人们因为失去亲朋好友背痛的心情。

清明节，是中华儿女认祖归宗不忘故土的重要节日。清明节



祭祖和扫墓一般都会给祖坟铲除杂草，添加新主，称为培坟;
用彩纸剪成纸串，挂在坟前，插上香烛，焚烧纸钱，跪拜叩
首。简单的祭祀仪式俗称“插青”或“上坟”，以此表达对
祖先的追思和怀念。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全国各地的风俗不同，祭扫的日
期也不同，农历清明节的时间一般在公历每年的4月4分至6日
之间。

在我的家乡，放鞭炮也是清明节时不可缺少的。这并不是过
年时的喜庆声音，而是一种思念，对亲朋好友、革命先烈的
思念。清明节那几天，天空总会下起毛毛雨或者是淋漓大雨，
可这也无法挡住人们纪念逝世人的脚步。他们沉着脸，踏着
沉重的步伐向墓地走去，小雨淅沥，这情景，正应了杜牧的'
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一个落雨纷纷的季节，亦是心情压抑沉痛的季节。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一

海南人清明祭祖时，还有吟诵祖训族规的民俗传统，海南省
非物质文化研究会会长符策超说，海南汉族人均为大陆移民，
唐以前汉族人迁居海南约有2万人，宋代迁入约10万人，清代
激增至200多万人。入琼的姓氏约100多个，入琼始祖约300多
人。为了纪念入琼始祖，后人纷纷在各地建有‘祖庙’，多
在清明之际便举行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中，往往有八音
伴奏，念唱祭文，追颂入琼始祖功德。

“民间祭祀过程中，还要念诵祖训族规格言，而这些祭文、
祖训、族规均是一篇篇绝妙的歌谣，”符策超对念诵小部分
符氏族训三字经，“爱祖国，孝父母，友兄弟，和夫妇，笃
亲族，讲团结，睦乡邻，慎交友……”今天听来，这些祖训
歌谣仍具有教育意义。



海南人扫墓时，以猪、鹅、鱼、糕果点心祭祀，焚香化宝。
也有同姓居民抓猪拉羊到始祖坟上祭祀，祈求后代子孙繁荣。
，清明祭祖分两种，先为祭“己祖”，以一户或几户为单位，
在家中祖先牌位前摆放好“三牲”、干饭等祭品，人人跪拜。
后为祭“众祖”，以几十户或几百户为单位，同姓氏的`宗族
均参加。将备好的祭品带到先人坟墓祭拜，清除杂草，添上
新土。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二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这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一首关于清明节的诗。
每当到清明节时，人们都会去扫墓踏青植树等。一提起清明
节还得从介子推的故事说起。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重耳在外流浪19年，介子推一直跟着，
立下了大功，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晋
文公。晋文公要给介子推做官，介子推不愿意做，已经背着
老母躲进了绵山。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
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
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
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
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
树已经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
遗体，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
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
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三

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



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
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
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四

清明节除了讲究禁火，还讲究扫墓﹑踏青﹑荡秋千﹑插柳
条…一系列体育运动，清明节是祭拜祖先的时节，我们用腊
光纸做成的东西来祭拜祖先。

在清明节那一天，我们去山上扫墓，其实我是来玩的，我的
心里偷着乐，实在是太爽了，有吃有喝。oh！我一不小心暴露
了我的.真实目的！其实扫墓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可以拜祖先！
祖先养育我们那么久我们应该为他骄傲。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五

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时年八节”之一。清明作为节日，与
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而节日则蕴含着精神信仰和节俗礼仪等内涵。据现代人类学、
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人类最原始的两种信仰，一是天地信仰，
二是祖先信仰。敬天法祖传统文化习俗自古以来代代相传，
清明扫墓祭祖习俗经历代沿袭已成为固定的礼俗主题。

虽然清明节日的禁火与寒食习俗在宋代才揉合定型普及成为
全国民间习俗，但清明节扫墓祭祖、礼敬祖先习俗早已有之。

清明节的习俗除了踏青、扫墓之外，在历史发展中还吸收了
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清明节扫墓祭祖的节俗传统自古持续不断，就是到了当今的
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除杂
草，放上供品，于墓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等，又或简单
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祖先的追念。

清明节凝聚着民族精神，传承了中华文明的祭祀文化，抒发
人们尊祖敬宗、继志述事的道德情怀。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六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它在古代不如前一日的寒食节重要，因为清明及寒食节的日
期接近，民间渐渐将两者的习俗融合，到了隋唐年间（581
至907年），清明节和寒食节便渐渐融合为同一个节日，成为
扫墓祭祖的日子，即今天的清明节。从此，清明节踏青扫墓
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清明节，又称扫坟节、鬼节、冥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及十
月初一寒衣节合称三冥节，都与祭祀鬼神有关。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
（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
系列体育活动的习俗。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已有20xx多
年历史。

公历四月五日前后为清明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二十四
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只有清明和冬至。它的原意
是大自然已经到了转暖的时候，万物开始复苏，可以春耕播
种了。中国古代将清明分为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
化为鹌；三候虹始见。”意即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
接着喜阴的田鼠不见了，全回到了地下的洞中，然后是雨后
的天空可以见到彩虹了。

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
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
《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
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
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
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点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
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中
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
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清明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
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
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
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
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
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行。

清明习俗有哪些篇十七

回答：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
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
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打马球，
也是端午之戏之一。马球，是骑在马上，持棍打球，古称击
鞠。三国曹植《名都篇》中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唐代长
安，有宽大的球场，玄宗、敬宗等皇帝均喜马球。章怀太子
墓中《马球图》，画出了唐代马球的兴盛：画上，二十多匹
骏马飞驰，马尾扎结起来，打球者头戴幞巾，足登长靴，手
持球杖逐球相击。《析津志》记辽国把打马球作为节日的传
统风俗，于端午、重九击球。《金史·礼志》也记金人于端
午击球。宋代有“打球乐”舞队。至明代，马球仍流行。

《续文献通考·乐考》记载明成祖曾数次往东苑击球、射柳。
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绘有宣宗赏马球之场面。当时的官
员王直写的端午日观打球的诗：“玉勒千金马，雕文七宝球。
鞚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炎页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庆
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北京白云观前也有群众骑马击球
之典。清代天坛一带也还有马球运动，直至清中叶之后，马
球才消失了。1965年开始西安市又出现了仿古马球运动，使



这一古老的`体育运动在绝迹多年后重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清明节的习俗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
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寒
食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
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清明节，民间忌使针，忌洗衣，
大部分地区妇女忌行路。傍晚以前，要在大门前洒一条灰线，
据说可以阻止鬼魂进宅。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
离死别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
的节日。

小结：除了蹴鞠，在古代还有许多习俗大家可能不知道，比
如：荡秋千、射柳、斗鸡等习俗，估计大家都不是很了解。
现在人们过清明节就比较简单了，大多数人主要就是去扫墓，
或者去外面消遣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