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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报告
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

传统节日调研报告题目篇一

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

知道我镇有哪些传统节日及具体日期，了解人们庆祝节日的传统习俗。

教学准备：

学生：

传统节日的代表图片及相关资料，绘画、手工、收集古诗、春联等。

老师：

教学过程：

师提问：四月份我们过了一个是什么节？（清明节）清明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我国还有哪
些传统节日呢？

导入部分选用儿歌，并结合学生过清明节的体验，使学生感受到了节日的气氛。引发学生对节日
的向往，激起学生对传统节日的研究兴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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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鼓励学生大胆地说

（2）师小结：我镇民间盛行旧风俗较多，主要包括婚、丧、嫁、娶、做生、贺节、拜年等，虽
然内容繁琐，但十分流行。并简要地跟学生介绍我镇的旧时丧礼十分复杂，主要包括送终、“烧
落气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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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确传统节日的具体日期

通过课前调查、收集资料，并进行整理、记录，学生对传统节日有了较多的了解，能准确说出传
统节日的名称及日期，使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问题的答案，提高自我学习并概括能力。

每当节日到来，人们都用不同的方式庆祝，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

（用写作文或绘画的方式表现出来）

2013/5/25

传统节日调研报告题目篇二

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灿烂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探寻研究，可以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节日
和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了解，弘扬和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本课时

教学

目标是让学生知道什么是中国传统节日，感受中国传统节日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着丰富多彩的节
日文化，引导学生探寻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方法，并确定实践活动课题，进行分组。

引导学生探寻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方法，确定实践活动课题。

老师今天准备了很多漂亮的图片，想不想看看？

课件展示过春节图片。

看完这些你想到了什么？对，过年又叫过春节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传统节日。谁来说一
说关于春节除了这些，你还想知道些什么？（学生自由发言）

大家提出的这些问题是了解中国传统节日最基本的要求，这些问题不清楚说明了我们对中国传统
节日的认识还不够。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节日（板书：中国传统节日），去探究更多与节日有关的学问。

谁能说说你对传统节日是怎样理解的？（学生自由表述。）

预设：（1）我认为传统节日就是中国的节日。

（2）我想补充一下，我认为传统节日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族节日。

（3）这些传统节日里面都寄托着劳动人民的美好盼望。

课件出示：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都是从远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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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的。像这样从古代就已产生，一直流传至今，并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我们就把它叫做
传统节日。 那谁能根据你已有的经验来说说除了春节我国有哪些传统节日？

预设：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

我们这次综合实践课的主题是中国传统节日，我们就以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几个传统节日作为子课
题来研究。现在给大家2分钟时间交流，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下你们组最感兴趣的节日
。

将学生分成：春节组、元宵节组、清明节组、端午节组、中秋节组、重阳节组。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请各小组先推选出一名组长。

老师想问大家，对于你喜欢的这个节日，你最想知道什么呢？

预设：

(1）了解传统节日的由来。

（2）收集传统节日相关的人物故事。

（3）收集有关传统节日的知识和图片。

(4）了解传统节日的习俗。

（5）搜集与之有关的诗歌。

刚才大家说到的这些都可以作为你下一步的研究内容。

为了更好的完成本次活动，请同学们看本次活动的活动方案。（投影出示，教师进行适当的讲解
）好，请每组的组长领取计划表，现在可以根据你们小组的情况进行方案的制定。看哪些小组能
够文明、有序的把表填完。

同学们都在讨论过程中制定好了研究方案，下面请一个小组上来说说你们是怎么制定的。一个组
汇报的时候，其他组的同学一定要认真听，看有哪些优点你可以借鉴，有哪些不足你可以提出来
修改。

这节课我们确定了下一期的活动课题，并对小组活动方案进行了初步的制定，课后小组之间可以
互相交流与补充，下节课我们继续修订并完善我们的活动方案。

板书设计：

中国传统节日

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中秋节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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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调研报告题目篇三

中国传统节日与习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节
日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长期积淀凝聚的过程，我国的传统节日，无一不是
从远古发展过来的，从这些流传至今的节日风俗里，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人民社会生活的精彩
画面。目前，国家法定休假的节日有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四个。 �
中国传统节日(以下为农历日期)

� 除夕(腊月的最后一天) � 春节(一月一日) � 元宵节(一月十五日)

� 头牙 ( 农历二月初二 )� 寒食节(清明的前一天) � 清明节(春分后十五日)

� 端午节(五月初五) � 七夕节(七月初七) � 中元节(七月十五日) � 中秋节(八月十五日) �
重阳节(九月九日) � 下元节(十月十五日) � 腊八节(腊月初八)

�尾牙 ( 农历腊月十六 ) � 祭灶 ( 农历腊月廿四 )

� 除 夕

大年三十晚上叫除夕。“除”，本义是“去”，引申为“易”；“夕”字的本义原是“日暮”，
引申为“夜晚”。故而除夕之夜，便含有“旧岁到此而除，明日另换新岁”的意思，即“除旧布
新”。

起源:除夕，最早源于先秦时期的“逐除”。据《吕氏春秋�季冬记》记载：古人在新年的前一
天，以击鼓的方式来驱除“疫疠之鬼”，来年才会无病无灾。

别称:“除夕”在古时有“除夜、逐除、岁除、大除、大尽、年终”等别称。称呼虽多，但总不
外乎送旧迎新、祛病消灾的意思。

� 春节

春节是农历的一岁之首，俗称“大年”，也叫“大年初一”。 起源：

春节的来历，在我国大约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国民间最热闹、最隆重的一个传统节日。
古代的春节，是指农历二十四个节气中的“立春”时节，南北朝以后才将春节改在一年岁末，并
泛指整个春季，这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人们便把它作为新的一年的开始。到了辛亥革命后的
民国初年，改农历为公历[阳历]后，便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直到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上才正式把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五的新年定为“春节”，因而至今仍有许多人将过春节叫
过年。

相关传说

年：人们常把过春节说成“过年”，而“年”的最初含义与今天根本不同。据说，在远古的时候
，世界上有一种最凶恶的野兽叫“年”。它生长得比骆驼还大。跑起来比风还快，吼起来比雷还

                                                   4 / 8



ECMS帝国之家 zhann.cn
致力于帝国cms插件和二次开发

响。它一出来，见人吃人，见畜伤畜，人们的生命安全受到

色、怕响声、怕火光。于是，有一年
腊月三十晚，大伙在门口贴上红纸，不断地敲锣打鼓、放鞭炮，晚上屋子里彻夜点上
灯。“年”晚上来了一看，家家灯光通明；一听，处处放炮声，吓得它不敢进村。白
天它又偷偷下山来，见还是户户门上红，遍地咚咚响，吓得它胆颤心惊，调头又跑回
去了。从此后，“年”一直没敢出来，据说饿死在深山老林里了。后来，人们才把防
“年”、“驱年”，变成安安稳稳地过年了。“年”没有了，但是过年的习俗仍保持
着。鲜红的春联，辉煌的灯火，清脆的爆竹，响亮的锣鼓，年年如此。 过春节的地区 过春节的
地区 春节是汉族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满、蒙古，瑶、壮、白、高山、赫哲、哈尼、达
斡尔、侗、黎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也有过春节的习俗，只是过节的形式更有自己的民族
特色，更加蕴味无穷。\n\n元宵节\n节日简介 1.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the
lantern festival），春灯节，是中国
汉族民俗传统节日。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其为“宵”，而十五日又是一年中第一个月
圆之夜，所以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日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复始，大
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又称为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
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
2.关于元宵节的习俗在全国各地不尽相同，其中吃元宵、赏花灯、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
桥摸钉走百病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
“百戏”内容是元宵节几项重要民间习俗。
3.在汉文帝时，已下令将正月十五命名为元宵节。汉武帝时，“太一神”的祭祀活动定在
正月十五。（太一：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司马迁创建“太初历”时，就已将元宵节确定为
重大节日。 元宵燃灯的习俗起源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月十五日
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
故上元节要燃灯。\n\n元宵诗词\n正月十五日夜 （唐） 苏味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n上元夜
（唐）崔液 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夜开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诗曰
（唐）李商隐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青玉案
元夕 （宋）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n

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n\n清明节\n清明节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仲春
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 106 天。中国汉族
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历书》：“春分后十五日，
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清明一
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之说。清明节是一
个祭祀祖先的节日，传统活动为扫墓。2006 年 5 月 20 日，该民俗节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节日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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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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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端午节\n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
日节、五月节、五日节、艾节、端

端午节是我国汉族人民的传统节日，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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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必不可少的活动逐渐演变为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
黄酒。 据说， 吃粽子和赛龙舟， 是为了纪念屈原， 所以解放后曾把端午节定名为“诗人节”，
以纪念屈原。至于挂菖蒲、艾叶，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则据说是为了避邪。“中国端 午
节”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历代有大量诗、词、歌、赋等文
学作品传世。\n2009 年 9 月 30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端午节成功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
节日别称 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我国所有传统节日中叫法最多， 达二十多个， 堪称节日别名之 
最。如有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
兰节、屈原日、浴兰节、午日节、女儿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五蛋节等等。
节日习俗 佩饰
佩“健人”，健人是旧时江浙一带端午时妇女的一种饰物。一般用金银丝或铜丝金箔做
成，形状为小人骑虎，亦有另加钟、铃、缨及蒜、粽子等的。插在妇女发髻，也用以馈送。
画额 端午节时以雄黄涂抹小儿额头的习俗，云可驱避毒虫。典型的方法是用雄黄酒在小儿额
头画“王”字，一借雄黄以驱毒，二借猛虎以\n

镇邪。 长命缕 端午节时的佩饰。亦称续命缕、续命丝、延年缕、长寿线，别称“百索”、“辟
兵绍”、“五彩缕”等，名称不一，形制、功用大体相同。其俗在端午节以五色丝结而成索，或
悬于 门首，或戴小儿项颈，或系小儿手臂，或挂于床帐、摇篮等处，俗谓可避灾除病、保佑安
康、益寿延年。 戴香包
香包又叫香袋、香囊、荷包等，有用五色丝线缠成的，有用碎布缝成的，内装香料，佩 在胸前
，香气扑鼻。戴香包颇有讲究。老年人为了防病健身，一般喜欢戴梅花、菊花、桃子、苹果、荷
花、娃娃骑鱼、娃娃抱公鸡、双莲并蒂等形状的，象征着鸟语花香，万事如意，夫
妻恩爱，家庭和睦。小孩喜欢的是飞禽走兽类的，如虎、豹子；猴子上竿、斗鸡赶兔等。青
年人戴香包最讲究， 如果是热恋中的情人， 那多情的姑娘很早就要精心制作一二枚别致的香
包， 赶在节前送给自己的情郎。 小伙子戴着心上人送给的香包， 自然要引起周围男女的评论，
直夸小伙的对象心灵手巧。 禳解、禳解、祛除及避五毒
端午在古人心目中是毒日、恶日，在民间信仰中这个思想一直传了下来，所以才有种种求
平安、禳解灾异的习俗。其实，这是由于夏季天气燥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加上蛇
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习惯。种种节俗，如采药，以雄黄酒洒墙 壁
门窗，饮蒲酒等，看似迷信，但又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卫生活动。端午实在可算是传统的\n医药
卫生节，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今天这些卫生习俗仍然是应发展，并
应弘扬传承的。 端午的卫生习俗
①采药。采药是因端午前后草药茎叶成熟，药性好，才于此日形成此俗。
②沐兰汤，端午日洗浴兰汤是《大戴礼》记载的古俗。当时的兰不是现在的兰花，而是菊
科的佩兰，有香气，可煎水沐浴。后来一般是煎蒲、艾等香草洗澡。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
洗，此俗至今尚存，据说可治皮肤病、去邪气。
③饮蒲酒、雄黄、朱砂酒，以酒洒喷。此俗流传较广。至今，如广西宾阳，逢端午时便有
一包包的药料出售，包括雄黄、朱耒、柏子，桃仁、蒲片、艾叶等，人们浸入酒后再用菖蒲
艾蓬蘸洒墙壁角落、门窗、床下等，再用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求小儿平安。另
外有的地区还用雄黄酒末在小孩额上画“王”字，使小孩带有虎的印记，以用虎辟邪雄黄加
水和酒洒于室内可消毒杀菌，饮蒲洒也颇有益。
④采茶、制凉茶。北方一些地区，喜于端午采嫩树叶、野菜叶蒸晾，制成茶叶。广东潮州
一带，人们去郊外山野采草药，熬凉茶喝，健康也有好处\n

。 ⑤挂艾草、菖蒲、榕枝 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都有其它原因。

                                                   6 / 8



ECMS帝国之家 zhann.cn
致力于帝国cms插件和二次开发

通常将艾草、菖蒲、榕枝用红纸绑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上。因为菖蒲天中五瑞之首，象征驱
除不祥的宝剑，
插在门口可以避邪。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
躲端午
指接新嫁或已嫁之女回家度节。简称“躲午”，亦称“躲端五”。俗以五月、五月五日为
恶月、恶日，诸事多需避忌，因有接女归家躲端午之俗。
龙舟竞渡与祭祀屈原、曹娥；跳钟馗、闹钟馗；悬挂钟馗画以期驱邪除害、祛凶引福； 斗草
汉以前不见斗草之戏。远古先民艰苦求存，生活单调，暇余以斗虫、斗草、斗兽等为戏自
娱，及至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形成中医药学后，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插艾门上，以
解溽暑毒疫，衍成定俗；收获之余，往往举行比赛，以对仗形式互报花名、草名，多者为赢，
兼具植物知识、文学知识之妙，儿童则以叶柄相勾，捏住相拽，断者为输，再换一叶相斗。
吃五黄
江浙一带有端午节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此
外浙北端午节还吃豆腐。\n二十四节气歌\n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
上半年来六廿一，下半年是八廿三\n\n� 二十四节气表 立春 2 月 3--5 日 春 季 春分 3 月 20--22 日
立夏 5 月 5--7 日 夏 季 夏至 6 月 21--22 日 立秋 8 月 7--9 日 秋 季 秋分 9 月 22--24 日 立冬 11 月 7--8
日 冬 季 冬至 12 月 21--23 小寒 1 月 5--7 日 大寒 1 月 20--21 日 寒露 10 月 8--9 日 小雪 11 月 22--23
日 霜降 10 月 23--24 日 大雪 12 月 6--8 日 小暑 7 月 6--8 日 处暑 8 月 22--24 日 大暑 7 月 22 日--24 日
白露 9 月 7--9 日 清明 4 月 4--6 日 小满 5 月 20--22 日 谷雨 4 月 19--21 日 芒种 6 月 5--7 日 雨水 2 月
18--20 日 惊蛰 3 月 5--7 日\n\n

传统节日调研报告题目篇四

传统节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调查报告

中国入世以后，方方面面都需要与国际接轨。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节奏大大加快，传
统节日方面也越来越多的受国际社会的影响。而国外的商家也看好中国这片广阔的市场，纷纷抢
滩中国大陆，一领风骚，同时在国外，有唐人街等，中国文化的传播。在这个浪潮中，国内各行
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冲击。传统节日丰富了节日的食品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加大的旅游业
的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水平质量的提高。

传统节日具有不同的风格特色，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销售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消费观念
发生变化多数消费者由于工作压力大，节奏加快，对于食品的需求倾向于安全、快捷、便利、健
康，即时快餐店、24小时餐厅大有用武之地。企业应分析消费者的需求变化，并调整自己的营销
策略，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1．3对于传统食品，要求文化味浓厚中国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
留下了浓厚的文化韵味，而这些传统食品如饺子、元宵、粽子、月饼等中国特色的产品也不能脱
离历史，还要深入挖掘文化底蕴。目前人们在节日消费传统食品时更多的是消费一种文化，企业
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入手，赢得消费者的共鸣，强调自己的竞争优势。1．4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消
费者的品牌观念增强，追求名牌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更新换代加
快，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由质量、技术竞争转化为企业形象的竞争。技术、信息的垄断已不复存在
，各企业之间拼的是服务，是品牌，是形象。传统的食品既不能忘掉历史，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与时俱进，才不至于在新的世纪落伍。

同样像中国的春节，新衣服，炮竹，对联的大量销售对商家来说是一笔不可计量的利润，对国民
经济的发展也是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的情人节，情侣之间礼品的送出等等，都表现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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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吸引力，推动着经济不断向前的发展。

传统节日对旅游业经济的发展更是潜在的。传统节日的法定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具有特色地带
的旅游经济的发展，例如今年的清明和“五一”实行小长假，无论是第一次选择近郊旅游的人们
还是农家院经营者，都没有意识到十渡会有那么大的客流量，农家院作为主要的接待场所供不应
求，地方经济得到最大的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远持久，潜移默化的。传统节日近年来，虽然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我国经济的
发展，但近年来西方传统节日涌入到中国，有代替中国传统节日的趋向，我想我们大家更应该张
开自己的双眼，全面看待节日对经过的影响。

西方节日来势凶猛，西学东进，西节也迅速在这片土地上枝叶繁茂起来，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势头
！圣诞节、情人节、复活节、万圣节、感恩节似乎已经成了光辉的“中国节”，商家的精明造势
加上年轻一代的盲目追随则推波助澜——传统节日渐行渐远，西方节日大行其道。1949年以后，
大多数节日都被视为封建残余而废除，幸存下来的也只有春节、端午和中秋，其中只有春节被列
入了法定节假日。传统节日的被贬与洋人节日的嚣张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戏剧化的景象。学者们认
为这是文化自轻和自我殖民。近代历史留给国人的不止是无尽怨怒，还有根深蒂固的自卑。落后
与挨打成了人们对近代历史的习惯性

总结

，麻木自卑甚至憎恨因此成了大多数人对待自身文化的态度。

因此从国家角度来讲，政府应该加强文化教育力度，宣传我国的传统节日，让传统节日成为带动
经济发展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国民角度讲，我们大家更要增强自己对传统节日的热爱的激情，杜
绝过度重洋。

更多 范文大全 请访问 https://xiaorob.com/zhuanti/fan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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