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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写过作文吧，作文是从

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的过渡，即从经过压缩的简要的、自己能明白的

语言，向开展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外部语言

形式的转化。你写作文时总是无从下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北

京的春节作文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北京的春节作文 篇 1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春节差不多从腊月初就开始了。 

腊八这天，人们要喝腊八粥，还要泡腊八蒜。到年底，蒜就泡得

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 

到了腊月十九日，学生们开始放年假了。他们第一件事是上街买

爆竹和玩具，贴近年根就去赶集买年画了。 

到了除夕可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

少都穿起漂亮的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

哪一家都通宵灯火，鞭炮声彻夜不绝。出门在外的人，必定要赶回家

来，吃团圆饭。这一夜，人们还要守岁。 

大年初一的景象与除夕截然不同。人们走出家门，到亲戚家、朋

友家去拜年。同时，城内城外的庙会也开放了，小孩子们特别热心去

逛，为的是可以骑毛驴，看美景，还能买到春节特有的玩具。 

元宵一上市，春节的高潮就到了。除夕是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

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灯火通明。有

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是玻璃的，有的是牛角的，有的

是纱灯，有的是冰灯，还有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家中也有

灯，走马灯、宫灯、纸灯，人们还会吃元宵，预示着新的一年快乐吉

祥。 

短小的篇幅，质朴的文风，却原汁原味地反映出了老北京过春节

时的热闹景象和风俗习惯，怎能不让读者于新春佳节同喜同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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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最传统、隆重的节日，也是历时最久的。从腊月二十

三的祭灶王爷直到正月十五闹元宵，红红火火地让人热闹了一个月。 

老北京爱说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清代，雍和宫内就有熬

制腊八粥敬献佛、皇室权贵的传统，谓之佛粥，目的是与佛结缘，寓

意像佛祖一样，喝了牧女施舍的杂豆粥而得道成佛。 

农历二十三，传说灶王爷第二天就要上天奏明玉帝人间善恶，玉

帝依此降福祸，家家忙着祭灶。这天晚上，供上关东糖、糖瓜（意在

粘住灶王爷的口）等，由家长主祭上香行礼，而后连将灶神连龛带像

放在松柏枝、芝麻秸架上点火焚化，谓之送祭。这天晚上，鞭炮齐鸣，

北京人说是过小年除夕是全中国的狂欢夜，一切的辞旧迎新、祈福迎

祥都在这一夜。全家团团围坐举行家宴，互相祝福尽享天伦，称之为

围炉。饭后，小孩会把芝麻秸撒在庭子里，人行其上，称之踩岁。老

北京有守岁至午夜时分，鸣放鞭炮，互道新禧，晚辈要给长辈叩首拜

年，讨要压岁钱，全家再吃一顿素馅饺子，谓之五更饺子、团圆饺子。

在百十个饺子里，只有一个放有硬币，说是吃到这个饺子的人，一年

诸事顺遂。 

现在北京人过年，仍然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习俗，加上丰富多

彩文艺节目，喜庆气氛更加浓郁。北京禁放烟花、爆竹后，北京人只

能到郊区的几个定点地方去看喜庆的新年烟花，但越来越多的北京人

在尝试以越来越新鲜的方式来渡过这中国人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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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北京莱州，我们这里的春节习俗可谓五花八门，听我

介绍一下吧！ 

在腊八那天，家家户户都熬腊八粥，那是把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收

获的各种豆类米类放入锅中熬。那粥色味俱全、热气腾腾，让人忍不

住就想上去尝一口，在大饱口福之余让我们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有

了腊八粥，当然缺不了腊八蒜，腊八蒜是用醋泡制而成，等到过年的

时候蒜泡成了翡翠绿，醋也酸甜可口了，蘸着饺子一定会让人想多吃

几个。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我家那边都会大扫除一次，让人有着焕然



一新的感觉。到了晚上，鞭炮声也会响起，噼里啪啦，象征来年红火。 

除夕那天，我们会贴对联。中午，父母忙着做午饭，鸡鸭鱼肉样

样不缺，还要准备过年的饺子，饺子馅五花八门，有的里面放钱象征

着来年发财，有的糖象征着甜甜蜜蜜……到了晚上，我们会放鞭炮，左

邻右舍，鞭炮声不间断。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着饺子，迎接新的一年

的到来！ 

到了正月初一，我们在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中起床，爸爸到外

面放鞭炮，妈妈在里面下饺子，饺子做好了，我们开始吃饺子，饺子

十分香，再沾上点腊八醋，让人大饱口福，吃饱了，到邻居家，朋友

家，亲戚家拜年，下午召集亲朋好友，唠嗑聊天。 

元宵节到了，早上，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糯米元宵盛了上来。到了

晚上，处处张灯结彩，我们开始了逛花灯，猜灯谜，猜中了，就会送

一些精美的小礼品，让我更加起劲。 

这就是我的家乡莱州的春节习俗，欢迎你到我的家乡想体会浓浓

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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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北京是个大城市，是我国的首都，但是，它也和我们一样，

过着热闹非凡的春节。 

农历腊月三十为一年的除夕。过去，老北京大多数人家常年供有

佛龛或神像，到了年下，是一定要上供的。供品五花八门，有油炸的

面食、月饼点心、苹果柑橘、什锦果脯、黄白年糕、饺子馒头，真是

应有尽有。除了供品之外，供桌上还摆着香炉等供品，供桌前面的地

面上摆着蒲团，行礼跪拜的时候用。 

据说，年三十晚上到初一大清早，诸神要下界来考察人间的善恶，

这些神里面有财神、土地爷诸位，腊月二十三“上天言好事”的灶王

爷也在此时回到人间，继续做他的“一家之主”。这时候，人们都要

恭恭敬敬，谨慎行事，还要烧香磕头，请诸位神仙在新的一年里多多

关照。 

年三十晚上，是老北京人最有滋味的一段时光。先是全家人聚在

一起吃团圆饭，享受一年中最为丰盛的吃食。菜肴中大多是炖鱼、炖



肉、炖鸡、丸子、扣肉之类的肉食，也有清新爽口的凉菜，比如：用

蔓菁、大红袍萝卜做成的辣菜，还有糖辣白菜、芥末墩什么的。主食

则以饺子为主，一般是用羊肉白菜或猪肉韭菜做馅儿。吃饺子时，决

忘不了拿“腊八醋”当调料。在所有的节日里，“年三十”要算是老

北京最忙活也是最乐呵的一天了。 

北京的春节过得真热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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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往常的规矩，盐城的春节在腊月初旬就开始了。家家户户开

始忙活，开始为那激动人心的春节做准备。 

腊月开始，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掸尘，腌咸肉咸鱼，灌香肠……

这些任务可都是除夕前要完成的。 

孩子们忙过年，第一件事就是买过年吃的零食：糖果、薯片、饼

干、坚果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男孩子们还要买爆竹：擦的，点的，

看的，玩的等等，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女孩子呢，则是再买一些饰

品。 

孩子们紧张，大人也紧张。他们必须在过年前买好新衣服，准备

过年的吃喝用品。 

腊月二十四是小年。这一天，家家户户祭灶神。天一黑，鞭炮声

就响起来了，人们在灶神像前点上蜡烛，摆上一圈食物。这就是祭灶

神的流程。 

除夕眨眼就到了。家家户户赶做年夜饭，到处都是切菜的声响；

到处都是美食的香味；到处都是鞭炮的火花。屋外贴上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上大大的福字。每一间房屋都焕然一新，喜气洋洋。年夜饭开

始了。屋子里传出了人们把酒言欢的说笑声。这顿年夜饭，在外学习、

打工的人都要赶回来，所以，年夜饭也是团圆的象征。这一夜，整座

城市都是在灯火通宵中度过的。几乎没有人睡觉，大家都一边看着春

节联欢晚会，一边守岁。 

大年初一和除夕截然不同，除夕，人们都待在家中与亲人团圆。

而大年初一人们就忙活起来了。他们开始踏出门户，互相拜年，走亲

访友。前一天还冷冷清清空无一人的大街，这一天已经挤满了人。 



转眼间就到了元宵节，人们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元宵

节，也就是吃一碗汤圆罢了。盐城的春节，就在这一碗汤圆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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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春节，我是在北京度过的。北京的天空真的是蓝湛湛的，

朵朵白云飘在空中，她们有的像一只只在吃草的牛，有的像在奔跑的

马。晴朗的天空，总是那么的干净，使人心旷神怡…… 

在北京我参观了向往已久的鸟巢和水立方，虽然那天很冷，但我

的心里很是暖洋洋的，他们的美丽和壮观深深震撼了我……我还登上了

天安门城楼，哪里是我们的开国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

此站起来的地方。在城楼上，看着哗啦啦飘动的五星红旗，我真的感

到无比的自豪…… 

我还游览了北京著名的地坛庙会，这里非常的热闹。 

各种灯笼、木偶、面具和小吃等等，啊，庙会里最多的就是人和

各种牛的玩偶啦，今年是牛年嘛，牛气冲天!节日的夜晚，我燃放了各

种造型的烟花和爆竹，五彩的焰火，映红了天，映红了地，也映红了

欢呼的人们的一张张笑脸…… 

这个春节，我很开心，在北京和阿公、阿婆、爷爷及其他的亲戚

们团聚，大家都说我长大了，学习进步了，也更懂礼貌了，我还收获

了好多的红包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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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我们和舅妈一家人早早地起来，坐着地铁去天坛公园

玩。 

地铁里面人不多，地铁像火箭一样就到站台了，我和哥哥们拼命

地快步走向出口，大人慢慢地跟在后面。我急得大叫：“快点，快点，

我等不急了。” 

终于，到了天坛公园。里面有很多参天古树和松柏，在寒风中摇

摆枝叶，好像在欢迎远到而来的我们。旁边还有很多枯萎的小草，也

使劲向我们点点头，好像也在说：“在这里面好好玩，玩开心一点。” 

我朝松柏林那边走去。里面太大了，每一棵树上都挂着书名片，

上面写了树龄和名称，我一棵一棵看过去。走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课



文里说的邓小平爷爷种的那棵松柏树。爸爸问别的带团导游阿姨，阿

姨也说不知道在哪里。 

接着，爸爸带我们来到了祈年殿。这里是明朝，清朝皇帝用来祈

天用的。外殿以棕色，绿色为主色。殿高只有 3 层，一层比一层小，

顶部是金色的圆球，可是看起来就是很雄伟。殿里面的结构很特别，

没有我们现代的楼房的梁来承受重量，就用四条刻着龙凤图案的大柱

子支撑着，像雨伞那样。周围还有别的木头交叉，像搭积木那样。最

奇怪的，整座殿没有钉一枚钉子，但经历了这么久的年代，却依然那

么坚固。 

这次，虽然没有看见邓小平爷爷种的树，但是参观了祈年殿，我

觉得收获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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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春节可真美！每年春节皆可以放花炮。到了夜晚，就会望

到窗外这各式各样的烟花有的像喷泉，有的像陀螺，还有的像花朵一

样在地面绽开。五彩缤纷，漂亮极了。 

春节最快活的事件就是逛庙会。在北京的很多私园里都会举行庙

会。咱们常往的有陶然亭庙会，红楼庙会，还有地坛跟龙潭湖庙会。

在这些处所，都有很多的游戏运动。其中，我最爱好的是套圈，就是

站在一条线后，用竹圈儿去套晃在地上的各种物品。有一次，尔用竹

圈儿套到了一只乌皂相间的小兔子，还把它带归了野。投飞镖游戏也

很乏味。在一块靶子上有许多色彩斑斓的吝啬球。10枚飞镖投中10个

气球就可以取得一个大奖。惋惜妈妈每次都只能领到小奖。昔年春节

我一定还要去！ 

庙会面还有良多优美的小吃，有杏仁茶、糖葫芦、棉花糖、羊肉

串、烤文薯……你们晓得棉花糖是什么样子的吗？把二勺红砂糖置到一

个旋转的机器里就会变成像蚕丝一样细的糖丝，用一根木棍抬到里点

绕啊绕糖丝就会越缠越多，最后就成了皮球大的一团。吃伏去感到软

软的，一舔就化，吃到嘴里可舒畅了。实是又恶吃、又佳玩、又难看。

假如你们来游庙会，就能够尝到棉花糖的厚味了。 

庙会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赖玩儿的货色说一地也说不完。如果你们



到北京来，可必定要来逛庙会啊！ 

北京的春节作文 篇 9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二晚上熬一宿。”今

天可是除夕，家家户户都万象更新，每个人脸上更是容光焕发。 

过年了，孩子们最高兴。他们将早已准备好的零食带来，几个小

伙伴凑在一起分着吃，边吃还边互相炫耀自己家有什么样的鞭炮和礼

花。说是炫耀，也只不过是吹吹牛，开开心罢了。更小一些的小孩子

们便开始在大街上到处乱跑，嘻嘻哈哈，一片喜气洋洋。 

孩子们玩儿的高兴，大人们也忙得热闹。通常是几个人，甚至是

一家子人都在厨房里忙乱着。淘米、洗菜、放油、煮肉，把前两天买

来的菜、肉做成一个个美味佳肴，放在桌子上等到晚上再吃。 

太阳刚刚西沉，还没落下，鞭炮声便迫不及待的响起。人们陆陆

续续的坐在餐桌旁，开始吃年夜饭。酒过三巡，话也渐渐多了。大人

们聚在一起唠家常，老人们则慈祥的将外孙、外孙女搂在怀中，边给

他们发红包边给他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春节。 

最后一缕阳光消失了，当夜幕把天空渲染成深蓝色，人们相续来

到街上。爆竹声声争相鸣，这边响两下，那边响两下。每每遇见熟人，

大家都热情地打招呼，问上一句过年好。 

十二点的钟声响了，过去的一年在饺子香喷喷的热气中结束了。

一家人围着电视，打开装腊八蒜的瓶子，说说笑笑，其乐融融。转眼

间，新一年的曙光又在欢笑中来临了。 

北京的春节就是这么丰富，就是这么有“年味儿”，就是这样一

代代传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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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今儿个我就来讲讲北京的那些鲜为

人知的春节习俗……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是一定要喝的，这个习俗自打明成祖朱

棣迁都至京后便延续下来了。 

北方小年与南方小年不同，前者为腊月二十三，后者为腊月二十

四。这是因为北京在清朝时就是首都，而清朝皇帝要在二十三祀神，



为了节省开支，便将小年祭灶王爷改成了二十三，此后官场便效仿皇

帝，北方逐渐形成了二十三过小年的习俗。北方小年最重要的是祭灶

王爷，这天人们先要用糖瓜祭拜灶王爷，再把灶王爷的画像烧掉，送

他“上天”，等到了二十四时再去街上重新买上一张灶王爷的画像，

把他“请回来”。为的是用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巴，让他回天上给玉

皇大帝去汇报工作的时候只报喜不报忧，而小孩们则可以把祭拜后的

糖瓜吃掉。一家子人其乐融融的，这就要算开始过年了。 

到了除夕夜，家家都要开始做团圆饭了。桌中央的菜定是四喜丸

子，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桌上还必须要有一条红烧鲤鱼，象征着

年年有余、鸿运当头。吃完饭后大家一起包饺子，因为饺子谐音“交

子”，意为旧年和新年交于“子时”，因此人们等到跨年的钟声即将

敲响时，大家都吃饺子。 

等到了元宵节正月十五，春节就即将进入尾声了，此时人们可以

去天桥逛逛庙会和灯会——此天桥可并非彼天桥，这儿说的天桥指的

是前门外的一片儿地，离天坛不远。在天桥的庙会上能买到许许多多

的好玩的与好吃的，有捏面人儿和吹糖人儿，还有美味的冰糖葫芦和

驴打滚儿等等，数不胜数。 

这就是北京的春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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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八，

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这天，家家都熬腊八粥。

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

农业展览会。 

除此之外，这一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为

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

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一件大事就是买杂拌儿。这是用花生、胶枣、

榛子、栗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儿。

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各种玩

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 



孩子们欢喜，大人们也忙乱。他们必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穿

的、用的，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春节的彩排。天一擦黑，鞭炮

响起来，便有了过年的味道。这一天，是要吃糖的，街上早有好多卖

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瓜形，又甜又黏，小孩子们

最喜欢。 

过了二十三，大家更忙。必须大扫除一次，还要把肉、鸡、鱼、

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店铺多数正月初一到初五关门，到正月

初六才开张。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男女老少都穿

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

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

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

么人睡觉，都要守岁。 

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

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男人们午前到亲戚家、朋友家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城

内城外许多寺院举办庙会，小贩们在庙外摆摊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

小孩子们特别爱逛庙会，为的是有机会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

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庙会上有赛马的，还有赛骆驼的。这

些比赛并不为争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马、骆驼与骑者

的美好姿态与娴熟技能。 

多数铺户在正月初六开张，不过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

轮流去逛庙会、逛天 

桥和听戏。 

元宵上市，春节的又一个高潮到了。正月十五，处处张灯结彩，

整条大街像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有名的老铺子都要挂出几百盏灯

来，各形各色，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

纱灯，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

也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上灯中点



上烛，观者就更多。 

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

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

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这一天大家还必须吃元

宵呀!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 

一眨眼，到了残灯末庙，春节在正月十九结束了。学生该去上学，

大人又去照常做事。腊月和正月，在农村正是大家最闲的时候。过了

灯节，天气转暖，大家就又去忙着干活了。北京虽是城市，可是它也

跟着农村一齐过年，而且过得分外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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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我国最为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身为南宁人的我，深知家

乡过春节的习俗。 

除夕前一日的腊月二十九，叫“小除夕”，家里会摆上小酒宴，

亲友往来拜访叫“别岁”。 

除夕夜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这天晚上我们一家

人要做三件事情：祭祀、吃年夜饭、守岁。我们在春节总不会忘记自

己家中已故的先人。每到这时我们会供奉食物或鲜花以表心意。吃年

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全

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我们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

除夕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

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南宁人过年，除了年夜饭之外，大年初

一的早餐也是非常讲究。为了新年有个好兆头，大人小孩在大年初一

都是不允许睡懒觉的。不管除夕夜玩得多晚，大年初一早上我们八点

多就得起床，向父母、长辈问好，说一些祝福的话语，之后长辈就会

给晚辈利市。九点多一家子要坐在一起吃新年早餐。新年的早餐有年

糕、粽子、粉利、生菜和汤圆等。 

正月初二是南宁人窜门拜年的日子。所谓窜门拜年，是指去亲戚

好友家拜访、贺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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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初三，爸爸妈妈会带着我回外公外婆家。我们一家人必须在



晚饭前赶到，否则便是不吉利。 

正月十五也是一年中的一个热闹喜庆的节日。这一天，家家都会

吃汤圆，我们也不例外。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

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球形，可以汤煮、油炸、蒸

食，可荤可素，风味各异，象征着团圆美满之意。晚饭过后，便可以

到各个地方赏灯。赏灯的地方有栩栩如生的蝴蝶灯、活泼可爱的小猪

灯、又圆又大的西瓜灯、凌空欲飞的嫦娥奔月灯、顽皮有趣的老鼠

灯……但最惹人喜爱的还数憨厚可爱的小牛灯了。这些出自能工巧匠之

手的花灯，有纸糊的、金属的、纱纺的、塑料的，各式各样，设计新

颖。 

过了正月十五，新年也就算过去了。我们把对新年的留念藏在心

里，期待着下一个春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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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寒假，我就回老家过年。一到老家广东天气很暖和，蓝天白

云，空气非常清新。第二天我就和邻居小朋友玩，玩得十分开心。再

过一个礼拜就要过春节了，大家心里多激动呀！ 

大年三十的那天早上，我奶奶准备了很多东西，开始拜年。到了

晚上，我们全家人都高高兴兴地吃年夜饭。吃完年饭，我和家人一起

去新广场看烟花，烟花五颜六色，让我们眼花缭乱，真漂亮！ 

“当当当……”零点的钟声敲响了，难忘的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

开始了。我们欢呼着，共同祝愿春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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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京过春节过得非常快乐。 

一大早起来，妈妈贴春联，爸爸和哥哥做饭。我穿上新衣服出去

玩儿。在院里也有一个小朋友，我和她一起玩耍。中午，我回家吃饭，

刚到门口，就闻到了肉和菜的香味儿。我一进家门，看到了一大桌特

别丰盛的肉和菜，有红烧肉、红烧鱼、水煮鱼，还有螃蟹和大虾等等，

我问妈妈：“为什么有这么多鱼?”妈妈回答：“因为这代表年年有余

呀!”我明白了。菜有许多，有凉菜也有热菜，都是色泽精美。饭是大

米饭。我对全家人说：“咱们快吃吧!”吃完饭，我去看电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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