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
迎
新
春

金
水
区
南
阳
路
第
三
小
学
朱
夏
欣

辅
导
老
师
马
娜

15
郑州教育

2019年3月7日 星期四统筹 李 莉 责编 张 震 编辑 何晶晶 校对 宋院红 电话 56568187

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联合出品

老家的年味

说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肯
定是春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春节都是中国最
热闹、最盛大、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

记忆中的春节最不缺的就是年味儿。每年的
春节我们过得都很忙碌却又很温馨。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就要起床，我们坐着车回
到老家，第一件事就是贴春联，这个活讲究可大
了！首先不能贴得太早，三十那天贴刚好。老家
的门窗特别多，还都很大，所以没有一两个小时是
贴不完的。贴完之后还得看正不正。

大人贴春联的时候小孩也不能闲着，还要挨
家挨户地拜年，当然是为了讨个红包啦！大人们
贴完春联，我们的压岁钱也收得差不多了。紧接
着就是去上坟，这是对祖先的怀念，在我国由来
已久。

上完坟，终于可以回家了。回家路上还要买
点年货，印象最深的是老家附近有一个叫一品香
的炒货店，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没办法，谁叫他
们家卖的好吃呢！

回到家已经四五点了，我和堂哥坐在床上讨
论怎么分配压岁钱，而大人们则忙得不可开交，准
备年夜饭。年夜饭每年都不太一样，但是菜一定
得是吉利的数字。有猪头猪尾，取“有头有尾”之
意，有酸菜鱼和炒鱼，是“年年有余”的意思。还有
鱼丸和汤圆，寓意团团圆圆。

大家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开始看春晚，除夕
守岁大概是最重要的年俗了，我们大家在《难忘今
宵》歌声中期待着新的一年到来。

二七区京广路小学 樊梦琪
辅导老师 楚慧彩

民俗里的中国年
祭灶、守岁、贴春联、包饺子、收压岁钱……对孩子们来说，春节期间发生的桩

桩件件都是趣事，令他们印象深刻。他们用细致的笔触，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
也用心感受着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亲人团聚之时的温馨幸福。让我们也来分享
一下他们的收获吧！

中国味 中国年

挂灯笼、贴对联、剪窗花、走亲戚……中国
有很多的地方，每个地方过年的年俗也不一
样。虽然不知道别的地方过年会怎么样，但是
我们农村老家过年的年俗可是不一般，你们想
听听吗？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
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
初一、初二满街走。”临近春节，小孩子口中就会
叽叽喳喳不停地吟唱这首过年歌谣。春节的前
几天我们农村的集市是最热闹的，因为这几天
家家都要忙着备年货，有鸡，有肉，有菜，还有
鱼，寓意为“年年有余”！当然还少不了我们小
孩子最爱吃的糖果了！

准备好年货，大年三十那天就是贴春联的日
子了，早上爷爷准备贴春联，我连忙跑过去帮爷
爷，只见爷爷把“福”字倒着贴，我赶紧跟爷爷说：

“爷爷，您怎么把福字贴倒了啊？”爷爷笑呵呵地
说：“当然要倒着贴了，这就是福到了啊！”我听过
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贴春联有这么多学问。

大年初一就是拜年的时间了，我们村的街
坊邻居都会挨家挨户去给长辈磕头拜年，我和
姐姐弟弟也给爷爷奶奶磕头拜了年，爷爷发话：

“磕一个头一个红包！”“真的吗？”只见弟弟脱掉
棉袄，拍了拍双手，双膝跪地，接着两脚分开，双
手撑地，俯下身子，额头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
触，我们大家看得哈哈大笑。

过年最热闹的要数我们村里每年都会唱大
戏、舞龙、舞狮子……一只只狮子，一条条布制
龙在民间艺人的手里虎虎生风，熠熠生辉。大
街上围满了人，争着抢着去看，热闹极了！

听了我的介绍你是不是也特别希望来我家
过年呢？我们的年俗就是这么热闹，欢迎你们
来我家过年，也体验体验我们这儿的年俗哦！

惠济区香山小学 范博化
辅导老师 邵 哲

春节是中国最传统的节日，如
何庆贺这个节日，不同的地方有不
同的风俗。

我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在春
节一周前，奶奶去超市买来了各种
食物，要制成丰富的美味佳肴。妈
妈在商场给我买来了新衣服。我和
爷爷一起清扫房屋、打扫庭院，爷爷
说这是清除过去一年所有的晦气，
即“辞旧迎新”。爷爷说往年这里的
家家户户都会买鞭炮，在噼里啪啦
的爆竹声中除旧迎新。近年来，大
家的环保意识增强了，不再燃放烟
花爆竹。但是，其他的一些春节活
动，同样不失乐趣！

大年三十上午，我和爸爸开始
张罗着贴春联。在大门、小门、院内
的墙壁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
边贴爸爸边给我讲述关于春节贴

“福”字的来历。爸爸说：“福”字指
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
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

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
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

“幸福已到”“福气已到”。午饭后，
奶奶教我包饺子。年三十午夜吃饺
子，也是每家必不可少的。包饺子
可是一项“技术活儿”，我连包了几
个都包不住馅。奶奶手把手耐心教
我，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包出来精美
的花边饺子、元宝饺子……奶奶还
讲了一些吃饺子包含的丰富文化内
涵。饺子谐音交子，就是新年旧年
相交在子时，交好运发大财。因饺
子的形状又像金元宝，故又象征团
圆和财富。

下午，叔叔从广州赶回来，伯伯
从新疆回来，大年三十团聚到一起
吃团圆饭。我难忘的是年夜饭期
间，我唱了一首歌祝爷爷奶奶福如
东海，寿比南山！妹妹跳了支舞祝
大家新年快乐，叔叔弹起了他那只
吉他喝酒助兴……我们边唱边跳，
观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节目，感觉无比的温馨与幸福。
大年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

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
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
年大吉大利。

春节以正月十五的元宵节结
束。整个春节期间，我不但了解一
些中国传统的文化、家乡的春节风
俗习惯，更重要是感受到了家庭温
馨与幸福！

二七区外国语小学 黄昭赫
辅导老师 李 立

贴春联

大年三十的下午，我发动全家人开始贴春联，可
真开心啊！本来我以为很容易呢，结果……

为了激发全家人参与的乐趣，我先找来梯子，招呼
家人过来帮忙。我一步一步踩着梯子小心翼翼地爬到
最高处，往下一望，哟呵！真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爷
爷和姐姐在下面赶紧扶稳了梯子，生怕我掉下来。

来吧，说干就干！我准备先贴最左边的最高处，
姐姐把打开的下联递给我，说古代书写和诵读都按从
右往左的顺序。爷爷则提醒我贴的时候，对联的顶端
应该比门头稍微低一些，我笑着说：“爷爷，没想到贴
春联还这么讲究呢！”“那可不，你可别小瞧了贴春联，
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种啊！”贴好左边之后，我一
步一步从梯子上面挪下来，还要贴右边。经过了细心
比对和粘贴，我们家的对联终于贴好了！我刚准备把
梯子放回原处，妈妈说：“横批还没贴呢，两扇门上也
要各贴一张福字，这样才算完整。”

我又把梯子架好，开始细心地干了起来，不到几
分钟的时间，门头上的横联就贴好了。开始贴福字的
时候，妈妈告诉我说：“福字要倒过来贴，表示迎祥纳
福！”此时，我已经是满头大汗了。全家人都夸我又懂
事又能干，还不怕吃苦。看着崭新鲜红的对联，我的
心里比吃了蜜还甜，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今天，我觉得收获可真不少，不仅学会了贴春联，
还知道了跟春联相关的一些风俗习惯。

二七区建新街小学 袁诺琪
辅导老师 郝晓丽

难忘的春节

点评：小作者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
对传统节日的喜爱和期待，细致的描写
中也不忘讲述自己所知道的新年习俗的
由来，让人读了之后收获颇丰。

点评：小作者观察认真，细致体会，
才能把所见所闻写得清清楚楚。善于观
察，善于思考，才能写出精彩的文章。

年俗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到了，家家户户挂起了
红灯笼，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热闹非凡。看到此
番景象，大家不由得发出疑问：为什么过年要做
这些事情呢？小朋友们，别急，现在就让我们一
起来了解一下过年的习俗吧。

传说在腊月二十三时，灶王爷会记录每家
每户的善恶情况，报给玉皇大帝，然后再按玉皇
大帝的指示，下来惩恶扬善。所以每家每户都
会在腊月制作一种叫糖瓜的糖。这种糖非常粘
牙，而且特别甜，供给灶王爷。其中的意图就是
想用这种糖把灶王爷的嘴给黏住，这样灶王爷
就会多说好话，少说坏话。

拜年时，长辈都会给压岁钱，压岁钱有很好
的寓意，通常认为能辟邪驱鬼，保佑平安。压岁
钱的来历是因为压“祟”。祟是传说中的小妖，
每年的年三十夜里出来害熟睡的孩子，传说有
人年夜饭后用红纸包上八枚铜钱放在孩子的枕
边，以此助孩子把祟吓退，因此得名为“压祟
钱”，谐音就是压岁钱。

大年三十守夜时，大人总是在一旁打牌、聊
天。孩子们呢？在屋里呆着没意思，就跑出去
追逐打闹、玩游戏。可是还是有几个孩子禁不
住熬睡着了。守岁是春节传统习俗中最重要的
一个环节，又称照虚耗、点岁火、熬年、熬夜等。
在除夕夜这天，人们会和家人团聚在一起，遍燃
灯烛，熬夜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然后燃放鞭炮
和烟花庆贺，这才睡去。

小朋友们，听了我的介绍，你们知道为何过
年大街小巷到处张灯结彩，一派热闹非凡的景
象了吧！

二七区培育小学 刘熠焓
辅导老师 贺欢欢

点评：本文语言流畅，
思路清晰。作者通过描写
自己在春节期间的所闻所
见，表达出一家人团聚欢庆
的幸福之感。

点评：文章只写了贴春联一件事，却
写得细致入微，具体生动。可见是由亲
身经历引发的真情实感。

猪年大吉
管城回族区东三马路小学 杨子涵

辅导老师 金燕

正月十五闹元宵

“窗外月儿圆又圆，全家欢聚吃汤圆……”伴
着甜美的童谣，我不由得向窗外看去……

哇!月亮可真圆，像个大银盘，里面装了许
许多多的小汤圆。北方“滚”元宵，南方包汤圆，
吃元宵是中国一个古老的传统习俗。人们用它
来传达美好心愿——团团圆圆、平平安安。民间
相传，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个正月
十五，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是一种
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派人去问孔子，孔
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者主复兴之兆。”因为这
一天刚好是正月十五日，楚昭王便命下人用面仿
制此果。从此以后，元宵节吃元宵便成了一种传
统习俗。

除了吃元宵，还有赏花灯和猜灯谜。正月十
五当天，我们一家来到绿博园观赏花灯。只见绚
丽多姿、五光十色的花灯千奇百怪、玲珑剔透、精
美绝伦。有新颖别致的宫灯，有活灵活现的走马
灯，有栩栩如生的动物灯，有富有时代气息的广告
灯，有吉祥如意的荷花灯，有舞姿婆娑的仙女灯，
有红彤彤的霓虹灯，还有色彩鲜艳的孔雀灯……

突然，我的目光被一盏写有谜语的花灯给吸
走了。哈！猜灯谜，我最擅长了！谜语很简单：

“武，打一字。”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眼前
忽然一亮，灵机一动便想出：“俗话又说‘文武双
全’，既然它说的是‘武’，也就说明它没有‘文’，也
便不是‘文’，也就是‘非文’。连起来就是‘斐’。
哈哈，我真聪明！”旁边的人听到这样的讲解，不由
得投来赞许的目光。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猜灯谜
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

“窗外月儿圆又圆，全家欢聚吃汤圆……”元
宵节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

金水区金燕小学 赵婧宇
辅导老师 张晓宇

点评：作者语言流畅，贴近生活
实际，写出了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让
人读来倍感亲切。

点评：本篇文章着重写了正月十五
闹元宵的传统习俗，开篇运用童谣切
入，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文章不
仅介绍了元宵节的来历，更侧重于结合
自己的现实生活来赏花灯和猜灯谜。
可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大家也
看到了你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