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调查报告(汇编15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报告中提到的所有

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你知道怎样写报告才能写的好吗？下面是小编精

心整理的春节调查报告，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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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20xx年2月7日

调查内容：春节习俗

调查渠道：上网查询

问询长辈

调查情况：

春节习俗：

年前：

祭灶：古时人们认为灶王爷上天在玉皇大帝面前美言几句，便会给家

里带来幸福，可保佑来年一家平安。贴门神

贴门神：中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

形，挂在门的旁边，后来是画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前。

守岁：中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从吃年夜饭开

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

。



年后：

拜年：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到亲朋好友家和邻居那里祝贺新春

，旧称拜年。汉族拜年之风，汉代已有。唐宋之后十分盛行，有些不便亲

身前往的，可用名帖投贺。

团圆饭：一年一次的团圆饭充分的表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

爱，这种互敬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详见图1）

祭财神（开斋日）：北方在正月初二祭财神，这天无论是商贸店铺，

还是普通家庭，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

拜佛：春节拜佛祈求好运，岁岁平安，为了讨个好吉利。（详见图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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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xxx，xxx

调查时间：20xx年1月10日——20xx年2月10日

调查地点：xxx农村（花园村），xxx农村（九毫堤村）

调查方式：实地调查，查阅资料，寻访老人等

调查目的：为响应院系对寒假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

拓展学习资源，拓宽学习空间，激发学习体验，并与专业紧密结合，增强

专业素养，我们于20xx年1月——

2月10日分别在各自家乡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受节日气氛的社会实践活

动，结合新春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顺



利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调研活动。通过此次调研，我们能够了解各地

春节的节日特色及民俗民风，并进行比较，从而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精

华，摒弃封建迷信。

调查内容：

前言：

春节是最具特色的中国传统节日，也是中国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

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在每个华夏子孙的心中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

地域广袤，不同地区都有着不同的民俗，春节亦是如此，春节的习俗在不

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特色。而春节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但现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春节的习俗逐渐被新

一代人所淡忘。我们通过此次调研就是希望能够具体了解各地春节的节日

特色和民俗文化，进行简单比较，继承和发扬民俗文化的精华，摒弃封建

迷信。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

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周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春节期间

，汉族及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予以庆贺，近些年，东北亚的韩

国，东南亚的泰国，南亚的马来西亚等中国周边国家也开始注重春节举行

各种活动或仪式。在中国大陆，这些活动也

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迎新，祈求丰收等为主要内容。



在xxx地区，广义的春节是指腊月初八至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至正

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而在xxx地区，春节在广义上只指

每年的最后一天加上新年的前三天，广义的春节则一直延续



到正月十五。一般xxx地区的民众过春节的时候都只过四天，过完就算

是春节完毕，开始新一年的准备和活动了。等过过完了十五，大人们都会

说年也过完了，节也过完了，忌讳也可以除掉了，同时，小孩们也不能调

皮了，不然就不会像过年那些时间不管孩子怎么淘气也不会责罚的那样简

单了。一江之隔，南北差异总是明显的，究其根源，还是各自当地自古就

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在发挥作用。

腊月初八，即我们平时俗称的“腊八”。

xxx地区的农村，在这一天早上，要吃腊八饭，就是把几种杂粮（大米

，小米，馓子，豆腐，豆皮等）放在一起熬成粥，咸淡皆有。关于腊八粥

的传说，有一种是朱元璋（安徽凤阳人）当皇帝后，为不忘从前的艰难经

历而教育后人的，也有别的相关的传说，但大都与勤俭节约相关，这也表

达了不忘先祖的勤俭之美德。而在xxx地区，当地居民是不过腊八节的，这

样的猜测可能和腊八节的起源中的主人公朱元璋不是湖北人有关，反正xxx

地区的民众是没有腊八节的概念的，这也符合南方地区的饮食上主产大米

有关。腊八节毕竟是八中粮食的综合食用，这在xxx地区是没有生存的饮食

文化土壤的。

小年，xxx地区一般是腊月二十三，xxx则是腊月二十四。

称为“辞灶”。旧时，家家都有“灶王爷”神位，受玉帝敕封“九天东厨司

命灶王府君”，简称“九天司命”，而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辞灶这

天是灶王爷上天面见玉帝的日子，所以要在他走之前要对其进行祭拜，望

其上天后多说好话，以此保佑一家人来年丰衣足食。记得在小时候，农村

多要放鞭炮，吃水饺，大扫除，并在庭院中置供桌祭祀。但是现



在全国各地的大部分农村中的小年似乎已经名存实亡，没有任何的活

动，只有少数老年人嘴上念叨。这样飞春节习俗的改变也当代人生活节奏

加快有关。快速的生活节奏下，人们日益受驱使于丰富的物质，对繁琐而

单调的春节习俗而能免则免，加上农村地区青壮年大部分开始脱离土生土

长的土地，而开始去城市打工，留守农村的老年人则不再有充沛的精力去

讲究这些习俗，再加上就算遵循了，也觉得没人理解而怠倦，久而久之，

小年的习俗则开始丢弃了。

腊月二十五——

二十八，在这几天才能真正感受到春节的气息，因为这几天的在农村的活

动并没有固定的哪一天，所以在一起进行阐述。

在xxx农村这几天要蒸馒头和包子，并不是像平时一样，首先数量上要

多的多，其次蒸好第一锅馒头的时候要放鞭炮，并拿两个馒头，两个包子

（一个馒头一个包子在放在一个碗里）分别祭祀玉帝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天

老爷”和灶王爷。所以在这一天很多家庭都要从前一天半夜就起床，而忙到

很晚，从时间上的忙碌也凸显对春节的重视。另外在xxx农村地区多自己做

很多面食，多为油炸，有丸子，面叶等，俗称这一天为“过油”。xxx地区则

是开始准备长达四天过年的食物、鞭炮和走访亲戚的礼物了而到如今，礼

物则开始用简单实用的现金代替了，这和现在农村青壮年大多平时不在家

，过年匆忙赶回来过个年，在对年长亲戚表达感情的务实观念有关。同时

，一年一年的，农村地区打工返乡过年的青壮年对自己的颜面也是越发的

看重了，这体现在对除夕夜对鞭炮和礼花的使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体现。

如果一家中的鞭炮放的时间越长，放的礼花越贵，则表示这一家人在即将



过去的一年中财源很旺盛，家庭闹的很好。新年即将来临之际，要置

办年货，洗衣，洗被等，在此我就不赘述。

腊月二十九，对于祖先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

春节是大节，上坟请祖仪式也就格外郑重。上坟请祖的时间，大多数

地区在二十九日早晨请祖。xxx地区上坟的习俗则是在正月初一清晨，即“

出行”，表示新年早起勤奋的意义。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正月之

朔是为正月，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

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

欣如也。”这说明，早在汉代我国的祭祖活动就已经是春节中一项十分重要

的活动了。xxx农村仍保留这一风俗，去上坟的多为家里的长者，但是现在

也有年轻人，没有女性，这也是古代重男轻女的表现。同样的，xxx地区的

上坟多是每家每户的壮年人和小孩，表达对祖先的尊敬悼念，和祈求保佑

家人平安的心愿。妇女则是没有资格祭祖的，同样的这是古代封建社会重

男轻女思想的遗留。但是今年在鄂东南地区则有所改变，体现在家族女性

开始进入族谱中了，这是社会上女性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代表了现在文

明的进步。

除夕，多为大年三十，是指中国及其他汉文化圈地区的农历一月一日

的前一天晚上。

（20xx年春节没有大年三十，腊月二十九为除夕）一般这一天为吃、

喝、玩、乐的日子，张贴春联，福字等。

xxx地区当地有个风俗，如果这一年家里有人去世是不能张贴春联的，

去世一年两年分别紫色和黄色春联，去世三年以上方可重新贴红色春联。



许多地区在当天晚上全家团圆吃年夜饭，守岁，在凌晨时吃饺子。在x

xx农村过年丰盛的正餐为除夕中午，而晚上是吃饺子。吃饭之前燃放鞭炮

，多为一年之中燃放最长的鞭炮，表示对这一天的重视和纪念。xxx地区则

不同，在这一天之前，家中必须有人烧纸钱给祖先，即“包包袱”，表示祖先

的阴间也要子孙为其准备过年的钱，让祖先过个好年，表达子孙后代的孝

顺之意。这一天家中人必须早起，小孩们做家中卫生的全面打扫，写、贴

对联和福字，大人们同时准备中午的团年饭，饭准备好后，家中男性成员

必须洗手静脸，准备香烛鞭炮和祭祀食品，去当地土地庙祭拜土地，祈求

土地神的赐福。完毕后，家中开始吃团年饭，在摆放碗筷餐具时候，都要

多准备一到两幅，菜肴中也必须要有鱼，以示年年有余之意。家中如果有

成员未回家过年，堂屋大门则只能半关，后门全关，只有全家人吃饭都吃

完比后才能开门，然后年饭吃完了则开始个人的活动，所谓个人的财路而

已。走访拜年此时可以开始。同时，家庭成员这天必须洗澡，所谓洗尽污

秽，迎新发财之意。

大年初一，除夕夜晚，春晚成为了全国家家户户的一顿盛宴，全家集

聚一堂谈笑风生，守岁过节。

当凌晨的钟声敲响，寂静的夜晚便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鸣，这也

昭示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大年初一，不能动用扫帚，否则会扫走运气、破

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如果非要扫地不可，必须从屋子周围扫

到中央，这称为“聚财扫”，据说这样可以聚集财气。同时，这一天也不能往

外泼水倒垃圾，怕因此破财。xxx农村地区仍保存着一习俗，大年夜扫除干

净，年初一不出扫帚，不倒垃圾。早饭是伴随着鞭炮生开始的，吃的是除

夕下午的包的“素饺子”，在当地俗称“扁食”，初一的早上不能吃荤。早饭过



后，给老年人拜年，会象征性的收到压岁钱。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

电话，信息，网络也成为拜年祝福的重要手段。

正月十五，这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节

，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

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俗，故又称灯节。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

长的过程，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

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

的先声。不过，正月十五真正作为民俗节日是在汉魏之后。东汉佛教文化

的传入，对于形成元宵节俗有着重要的推动意义。元宵节全国各地都有燃

放烟花炮竹，点灯过节等共同习俗。在这里我只首先简单介绍一下xxx农村

的一些特色。如腊月底一样，要蒸馒头，数量较多，但是与其不同的是，

这次也蒸面灯（用面粉做成灯的形状，有灯座），还要单独蒸“月灯”，代表

十二个月（每个“月灯”上都有花边，花边的数量代表月份）。

据老人说，刚蒸好的十二个月灯里蒸馏水代表着来年所代表月份的降

水量，而且比较精准。如贴春联一样，当年家里有人去世的，在这一天也

是不能蒸馒头和面灯的，到傍晚时分，村庄里其余各家都会给他们送去两

个馒头和两个面灯，在茅山派术数中据说是需要“集万家灯火，借以还阳或

者转世”。xxx则简化些，食物跟春节一样，加上在祖坟上点灯笼，和自己

点灯笼之外，与xxx地区无异。

结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春节有着新的内涵，同时春节也面

临着新的挑战。作为文化遗产专业的学生，自身存在着对民俗和民风



的敏感性，我们身处于一个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的伟大时代，自然应

为春节这个古老的节日增光添彩，因为民俗本应是大众生活中自发形成和

传承的，来体现民众的文化诉求。春节，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我

们要在保持传统文化和接受现代生活方式中找到一个契合点，构建一个新

的民族文化体系，在与时俱进中解读我们的春节文化，继承和发扬民俗文

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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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年新开始.我相信在充满激情、热闹的20xx年里,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健健康康,开开心心!

春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在

这个节日里面也有很多的习俗.借这个调查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过个大年，忙乱半年”，古人从腊月开始忙“年事”，一直到过了元霄，

这年才是过完了。那么我们追溯古人的“年步”，先来祭灶——

灶王爷可是年节敬奉的神明中最露脸的一尊，祭灶的风俗很早就有了，是

先民对火、灶的感激、 

崇敬之情的表达。在传说中，黄帝、炎帝、祝融都是灶神。后世流行的灶

神姓张名单字子郭，长得象个美女。他有一个叫“卿忌”的夫人，有六个都叫

“察洽”的女儿，还有好几位兵将。他除职掌灶火之外，还要考察人间的所作

所为，上告天帝。人们还用酒糟、饴糖、粘糕等“贿赂”灶神，同时还喃喃祷

祝，求他上天讲好话。这个风俗一直传到了今天，不过时间是在腊月二十

四，祭食也简化成了“灶糖灶饼”，可是你要是留心的话，一定还会听到奶奶

、妈妈在叮嘱灶王：上天说好话，不好的可别说……



除夕是团圆之夜，中国人难解一个团圆心结，即使人在天涯，也要在

除夕之夜赶回家中吃年夜饭、守岁。除夕夜的家是一个格外温馨甜蜜的空

间，在历史上甚至连监中的犯人也释放回家团聚。全家人团坐桌前，开始

了“团年”、“守岁”的进程。先是一餐“团年饭”饭后阖家团坐守岁。

此时小辈儿人向父祖家长行礼辞岁， 

老人们则要分压岁钱。压岁钱也叫“押岁钱”“代岁钱”、“岁岁钱”，原是用来 

厌胜驱邪、帮助小孩子过年的，后世则多借此表示亲情爱意。

春节调查报告4

【调查人员】：

xxx

【调查时间】：

20xx年1月30日――2月15日

【调查地点】：

xxx凤翔镇

【调查方式】：

实地调查寻访老人查阅资料

【调查目的】：

为响应学校对寒假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拓展学习资

源，拓宽学习空间，激发学习体验，我们对家乡春节文化民俗民风展开了



调查，通过此次调研，我们对xxx农村春节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

形成文字展现出来，以此来激发人们对年俗的关注，同时也为文化流失敲

响警钟。

【调查内容】

xxx农村新年习俗和禁忌

【前言】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又叫阴历年，俗称"过年"。这是我国民间最

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千百年来在每一个华

夏子孙心中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地域广袤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民

俗，南北方的年俗文化更是存在巨大差异。例如09年我在海南省三亚市过

得新年，大年初一不吃饺子吃年糕，意为“一年更比一年好”。而哥哥所在的

重庆地区，新年第一餐吃汤圆，寓意着生活甜甜蜜蜜。远在新疆的姑姑家

，新年第一餐吃以大米、羊肉、葡萄干做成的香喷喷的普罗，还吃用面粉

、羊肉等做成的包子和用带骨羊肉做成的手抓羊肉。我从小生活在xxx，记

忆中每逢除夕、大年初一都吃饺子。除夕吃饺子，取“更年交子”（来年交好

运）之意，大年初一吃饺子则是为了一年交好运。饺子形似元宝，所以寓

有进宝之意。饺子中有的馅里放糖，用意是吃了新年日子甜美；有的馅里

放花生（称长生果），用意是吃了人可长寿；有的在一个饺子馅中放一枚

钱，用意是谁吃到了就“财运亨通”。中国的文化博大精神，正因为各地区不

同的风俗文化才勾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的民俗画卷。下面就是我们调查的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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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xxx地区正月期间的饮食有着丰富的含义，腊月初八，我们称为“腊

八”，在这一天早上，我们要吃腊八粥，教育后人不忘勤俭。小年，就是腊

月二十三，称为“辞灶”这一天要吃水饺，大扫除，祭拜灶王爷，来保佑新的

一年里丰衣足食。腊月二十九清晨上坟祭祖，去上坟的都是家里的长者和

小孩，表达对祖先的尊敬悼念和祈求祖先保佑家人平安的心愿，祭祖一般

没有女性这是古代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遗留。除夕即大年三十，这一

天就是吃、喝、玩、乐的日子，张贴春联和福字，xxx农村有个风俗，如果

这一年家里有人去世是不能粘贴春联的，去世三年才可以张贴红色春联。

除夕晚上全家团圆吃年夜饭，菜肴中必须有鱼预示着年年有余。守岁，在

十二点时吃饺子，燃放最长的鞭炮，接财神。春晚成了全国家家户户的盛

宴。全家集聚一堂，谈笑风生，守岁过节。大年初一，在此起彼伏的鞭炮

声中开始了新的一年，早餐要吃素饺子，吃过早餐开始走访拜年，这是小

孩最高兴的一天可以收到压岁钱。大年初一有个禁忌就是不能动扫帚，否

则会扫走运气、破财，而把“扫帚星”引来招致霉运。正月初三称为庄稼会，

如果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就会五谷丰登，粮食满仓。初五被称为

元宝日，这一天吃饺子，在新的一年里会兴旺发达，财源滚滚。初七被称

为“人七日”这一天吃面条预示着大人小孩会身体健康，无病无灾。正月十五

，这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也称上元节，有观灯吃元

宵的习俗，所以我们都叫元宵节。

在我的家乡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正月禁忌剪头发，据说剪头发方

娘家舅舅，意思是正月里剪头发对自己的舅舅没什么好处，记得小时候妈

妈就不让我剪头发，现在我长大了，社会也进步了也就没有这样的做法啦

。我还听说在xxx地区正月里做媒也是不允许



的，做媒有自找倒霉的意思。同时新正月也不允许买鞋，买鞋与“买邪”

同音也就是说把邪气带回家里，是不吉祥的预兆。一个正月里处处暗藏着

年俗“机关”稍不留意就会中招。初一到初四是禁忌乱用针线的，初五那天才

可以用，被称作缝破，意思是把过去一年里的琐碎和缺憾都缝补起来。

在家乡的新年期间对天气也格外关注，如果初一到初六天气都为晴，

那么预示着在新的一年里六畜兴旺，反之灾祸不断。就这样的一些年俗似

乎已经成为人们新春的希望，每天都期盼艳阳高照，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

美好的希冀。这些再简单不过的民俗已经潜移默化的成为人们的希望。在

人们不知不觉遵循它的时候，也就产生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产

生动力去创造生活创造幸福。

【结论】

这次调查报告让我对家乡的民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系统地收

集了xxx地区乡村民俗的信息，想以此来激发更多的人，去关注年俗，关注

身边的普通文化，捍卫乡土文化，避免文化的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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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我院对此次寒假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要求，改变学习方式，拓

展学习资源，拓宽发展空间；激发学习兴趣，增进生存体验；形成服务意

识，强化社会责任。我们在重庆市各市区及乡村开展了体验民俗文化，感

受节日氛围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新春佳节来临的契机，依靠自己所学专

业知识、专业技能，我们顺利地完成了此次寒假社会实践作业。



实践内容：在开展活动之前，根据我们各自的特长及优势结合实际，

进行了分配。



在调查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连市的文化习俗时，我们采取先农村后城

市的方法进行调查，在此期间我们发现重庆人的过年习俗其实和东北人的

差不多。过年讲究热闹、喜庆，年俗也特别多。

有民谣道出过年的习俗:二十三，送灶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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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祭灶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祭灶。东北有首民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

老东北过年要祭灶---

希望“灶王爷”保佑全家平安。祭灶时用的是糖瓜、关东糖等小食品，由胶状

麦芽糖制成，甜中略带些酸味儿。

扫尘

腊月二十四，为扫尘之时，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

。在年前将房间里外打扫干净，为一年最大的一次大扫除，也叫除旧迎新

，彻底清理粉刷干净迎接新年。

春节的准备

杀猪:在农村，旧时没有冰箱，最好的杀猪季节为春节前，一是喜庆，

二是此时天气最冷，可以保存较长时间，杀猪的时候要宴请左右邻居好几

桌人热热闹闹的，现在也有二十六买猪肉之说。



蒸馒头:旧时为了春节期间来客人做饭锅不够之备，所以要提前蒸几锅

馒头备用，也为春节祭祖用，也做粘豆包之类，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

馒头即指此，也有称二十九把油走，意指做油扎食品。

置办年货:采购春节用品，如无论家里已经多出多少碗筷，为了人丁兴

旺所以每年春节都要买几个；给孩子买新衣服，以图喜庆；春节期间出去

给长辈拜年的礼物等等。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

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

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

俱、影壁中。贴春联时间是不固定的，一般是在二十九或者三十早上。

贴窗花、挂年画 

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

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

福倒（到）了

每逢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门上、墙壁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

。“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福运”。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

愿，都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福倒（到）了”。



民间还有将“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

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过去民间有“腊月二十四，家家写大字”的说法

，写的就是“福”字。“福”字以前多为手写。现在市场上、商店中均有出售。



请财神

每家为了来年财源广进，春节都要请财神，有的是送上门的，说是请

都要花钱买，但是绝对不能说买。

祭神祭祖

春节时，老东北祭神祭祖一般用糕点，有蜜供、萨其马等，这些不仅

是东北地区满蒙等少数民族的食品，也是东北人家中必备的食物。东北人

还有除夕夜吃鱼的习俗。鱼必须是鲤鱼，最初是以祭神为名目，后来就和“

吉庆有余”、“连年有余”相联系。鱼既是美食，也是供品。祭祖也是很重要

的，有传下家谱的就要给祖宗供奉丰盛的祭品、上香，全家男丁都要祭拜

，也有在除夕之夜烧纸送“钱”祭祖，祭祖一般要到初三结束，在结束前女婿

是不允许看丈母娘家家谱的。

守岁与“年夜饭”

东北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

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菜必须要有鱼(年

年有余),有鸡(大吉大利)，其他的随自己喜欢的定。在这“一夜连双岁，五

更分二年”的晚上，家人团圆，欢聚一堂。

主食是饺子，饺子的说道很多，最好是猪肉芹菜的，要选两个饺子一

个放硬币，一个放糖，看谁能吃到，谁吃到了就祝福来年一年财源广进，

幸福甜蜜。其实这个祝福很好，谁吃到了都是一家人的服气。饺子煮好了

要从锅心涝第一下几个丢外面去，据说是为了敬给过路鬼魂。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茶点瓜果放满一桌。过年摆供，苹果一大盘是少

不了的，这叫作“平平安安”。过年还会备很多糖果、干果、瓜子和“杂拌儿”

。所谓“杂拌儿”，就是现在的什锦果脯。这些小食品是人们围炉闲坐、守岁

辞岁时的美食。

放鞭炮

年夜饭做好还没吃之前要放烟花鞭炮，这是孩子门最喜欢的节目了。

其实烟花春节一般要放两次的除夕和元宵夜，鞭炮就多了，除夕晚饭和年

夜饭前，初一早中晚饭前都要放，还有逢五的日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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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办年货

1. 调查地点：家里

2. 调查内容：特色年货

灌香肠了！妈妈先准备了薄如蝉翼的小肠皮，再把猪肉切碎。接着就

是靠真本事的时候了：妈妈在碎猪肉里掺上盐、味精、料酒和各种调味品

，再搅拌着。然后用灌香肠的专用工具，在小的那头套上小肠皮，大的那

头往里面加上猪肉。这个工艺的要求就更高了：要求用力均匀，用料均匀

，这样子做起来的香肠才好看。

香肠做好了！看着这红白相间的精美的香肠，我谗得直流口水！

二、送年礼

1． 调查地点：小姑家



2． 调查内容：小屋面貌

一大早，妈妈就拉着我起床，说是要去小姑家拜年。我兴高采烈地，

恨不得立即就坐飞机去小姑家。

妈妈把饼干和牛奶等礼品放在车踏板上。不一会儿，就到了小姑家。

我乐呵呵地想：小姑看见我和妈妈来她家，肯定会吓一跳吧！“叮咚——

叮咚——

”一阵门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小姑打开大门，定睛一瞧：是我和妈妈，果

然顿时怔住了，30秒过后，才反应过来。连忙叫我们两个人进门，还边走

边“责怪”：来我家怎么也不通知一声？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我和妈妈只

能在后面偷笑。

进了屋，妈妈叫我把“年礼”拿出来，送给表弟。弟弟傻笑着，开心地把

我拉回房间吃饼干去了。妈妈也和姑姑互报祝福。整个小屋里洋溢着浓浓

的喜庆，我们被幸福包围着。

再来看看这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不豪华但令人心情愉悦；桌子上

换上了新的桌布，冰箱里买了好多蔬菜水果??一切都意味着：新的一年来

临，我们要焕发新的活力！

三、 美化居室

1． 调查地点：我家

2． 调查内容：卫生工作

新的一年又向我们招手了，除了买年礼、办年货，是不是应该做一做

卫生来迎接新年呢？



光说不做假把式，我们一家三口立刻“武装”起来了：妈妈穿着围裙，拿

着【威猛先生】——

她的工作是打扫厨房和卫生间；爸爸左手拿拖把，右手拿扫帚——

他负责客厅及阳台；我则手提水桶，准备抹布——

因为我的管辖区是两间卧室。

“滴答——滴答——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沾满了汗珠，但各自的“包干区域”也差

不多可以收工了。看：窗台上一尘不染；地面几乎是一面光滑的明镜子一

样；桌面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连客厅的两盆幸福树也被我们把上面的枯

枝剪掉了??真是费了不少力气！不过现在看着这屋子里窗明几净、清清爽

爽，心情便跟着舒畅起来了。

是什么让我们挥洒汗水，辛苦劳动呢？我想是新春的动力，要我们改

头换面。春节，我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去迎接它！

篇二：春节调查报告

春节调查报告

调查人员：张君竹

调查对象：邻居、亲戚、朋友、市民

调查地点：庙会、灯会、商场、公园

调查时间：20xx年1月

调查目的：更多的了解我国的民俗文化、春节习



俗和民间文化



20xx年的春节就要到了，我们满心的欢喜，“春节”的到来意味着春天将

要来临，万物复苏，草木更新，新一轮生命、成长和收获又要开始。人们

刚刚度过冰天雪地，草木凋零的漫漫寒冬，早就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日子。

当新春到来之际，自然要充满喜悦，

载歌载舞的迎接这个节日。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我也经历了多个春节，也了解一些春节风俗

，这个寒假，我对春节风俗做了个调查，让我对“春节”有了更新，更多的了

解与认识。

一、春节历史

春节俗称“年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自汉武帝太初元年始

，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即“年”，春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至今。

春节，即农历新年，俗称过年，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

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

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

殷商时期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活动。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

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

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

族特色。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

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

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

帽，准备过年时穿。对此我



是深有体会的，这几天跟着大人们去买年货，商场里，菜市场，街上

，到处是人山人海，好不热闹，人们忙着买过年的新衣服，玩具，更多的

是食物。因为要写这个调查报告，我一点也不敢偷懒，只要大人们要出门

，我一定要跟上的。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春联。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

、门神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

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我也是个心灵手巧的姑娘，

窗花虽然是买来的，但是我亲手装饰的，我还在门口挂了对灯笼，欢欢喜

喜地在大门上贴上了“福”字和对联，忙碌了半天，真是感觉蓬荜生辉，有过

年的味道了。

二、春节习俗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

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

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我缠着姥姥姥爷给我讲春节的习俗，还是姥爷知识渊

博，给我讲了好多好多关于春节的'趣事。

小年——腊月二十三

北方人以腊月二十三为小年，称“扫房”；扫年，即扫尘，实际上就是大

搞家庭环境卫生。南方人以腊月二十四为小年，称“掸尘”。这一天家家户户

黎明即起，扫房擦窗，清洗衣物，刷洗锅瓢，实施干净彻底的卫生大扫除

。小年这天的一大早，妈妈就开始张罗要大清扫了，我是兴高采烈地响应

，虽然平时都不爱劳动，但是因为今天的打扫时过年的一部分，心情就不

一样了，干劲也足了。虽然是累些，但是大



清扫的场面，真是感觉到要崭新地迎接春节了，一边干着活，一边想

着这些事，脸上洋溢着盼望和幸福……

小年也叫祭灶节。祭灶，即祭送灶神升天，据民间传说，灶王爷本是

天上的一颗星宿，因为犯了过错，被玉皇大帝贬谪到了人间，当上了“东厨

司命”。他端坐在各家各户的厨灶中间，记录人们怎样生活，如何行事，每

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

帝赏罚。我早就知道小年要吃“小锅白糖”，应该就是基于这个典故，一定要

讨好灶王爷，帮我们到玉皇大帝那里多说好话哦。

接玉皇——腊月二十五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下界,查察

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称为“接玉皇”。这一天起

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我知道了

这些后，一大早就像个小淑女乖乖的，表现特别好，妈妈自言自语到：“这

孩子是怎么了，难道是长大了，懂事了，不过一夜之间，变化也太快了吧”

我在一旁偷偷地乐着，自己默默品味着这节日的滋味。

赶乱岁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民间多

嫁娶，被称为“赶乱岁”。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

。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

说，这是一个好时机。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

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

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的。



蒸馍花

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要蒸花馍。大体上分为敬神和走亲戚用的两

种类型。前者庄重，后者花梢。特别要制做一个大枣山，以备供奉灶君。“

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这往往是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艺的大好机会，

一个花馍，就是一件手工艺品。在北方，就是蒸些豆馒头，我缠着姥姥也

要参加包馍馍，磨了好半天，姥姥才同意我包一个，看上去和简单，真的

动起手来，可是有些力不从心，要把豆陷包到里面，还要把馒头包圆，不

简单。要是平时我还真没有这耐心，不过是过节要做的事情，还是细心，

小心翼翼地包着，终于包好一个豆包包，虽然不漂亮，但是我手里的果实

。姥姥还给我讲，在南方还有春节包粽子的风俗呢，我的思绪飘到了遥远

的南方，看着面板上的馒头，竟都变成了可爱的粽子。

除夕夜：

春节是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也是亲人团聚的日子，离家在外的孩子在

过春节时都要回家欢聚。过年的前一夜，就是旧年的腊月三十夜，也叫除

夕，又叫团圆夜，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

除夕晚上，全家老小都一起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北方地

区在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作法是先和面，和字就是合；饺子的饺

和交谐音，合和交有相聚之意，又取更岁交子之意。在南方有过年吃年糕

的习惯，甜甜的粘粘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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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

，在这个节日里面也有很多的习俗。借这个调查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

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552402141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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