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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趣闹元宵
□刘  婉
“正月里来正月正，正月十五闹花灯。”正月十五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又称“上元
节”“灯节”，是新年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节日。在刚刚过去的元宵节，大家都是怎么庆祝的
呢？为了让同学们体验、感受、熟悉传统节日，进而尊重我们的民间风俗习惯，热爱我们中
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本刊开展了“欢乐闹元宵，情系传统文化”活动，学生记者们纷纷化身
“传承人”，亲身体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非凡魅力，为保护和传承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那
么元宵节都有哪些传统习俗呢？下面跟着小J姐姐一起来看下吧！

欢天喜地话元宵
元宵节，吃汤圆、赏花灯、猜灯谜、舞狮子等传统习俗延绵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那
关于元宵节的起源和习俗，大家知道多少呢？听，我们的学生记者为大家娓娓道来。
“因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又称‘夜’为‘宵’，所以将正月十五定名为‘元宵节’，其
根源于民间开灯祈福古俗。”长丰县实验小学五（2）班的闫子怡同学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颇
有研究，“旧时人们为了驱逐黑暗带来的恐惧感，所以赋予了灯笼驱魔降福、祈许光明之
意，后来能工巧匠做出了多种花灯，花灯也渐渐有了祈愿顺利、辟邪平安等各种寓意，热烈
喜庆的观灯习俗成了元宵节的必备项目，元宵灯会也成了元宵节时的主要活动。”
灵璧县灵西中心学校六（2）班的余雨橙同学非常自豪地讲道：“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元宵
节，虽然民俗习惯一直在演化，但所承载着的团圆、和睦、幸福的主旨亘古未变，在2008年
6月，元宵节成功选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的精妙之处就在于我们不仅可以在火树银花的繁华里，体悟对于岁月的慨叹和亲情
的牵挂，也可以在古人灿若星辰的诗词歌赋里，梦回灿烂的月圆之夜，再现灯月交辉、游人
如织、热闹非凡的场景。

阖家团圆吃元宵
北方“滚元宵”，南方“包汤圆”。“一碗汤圆满又满，吃了汤圆好团圆。”天上月圆，碗
里汤圆，元宵、汤圆象征阖家团圆，意味着新的一年阖家幸福、团团圆圆，所以它们成为正
月十五元宵节必备佳品。
天长市第一小学永福路校区六（3）班的焦迎琪就有着超强的动手能力，她学着爸爸妈妈的
样子，用两手的手心将糯米面来回揉搓，搓圆之后，再用指肚按一个窝，在窝中放入黑芝麻
馅，再揉搓圆，一个穿着彩色外衣，包裹着黑色芝麻馅的汤圆就成型了。焦迎琪边搓边感
慨：“汤圆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我们和家人在一起做汤圆、品
汤圆时，分享着团圆的味道和家庭的欢乐，我们一起度过这特别的节日，便是对传统文化最
好的传承。”
长丰县实验小学四（1）班的耿晴康同学赏完花灯回家，奶奶为家里每人准备一碗美味的汤
圆。看着和月亮一般又大又圆的汤圆，他轻轻地咬上一口，又软又黏，而且里面还会流出浓
浓的黑芝麻，真是甜在嘴里，幸福到心里。“吃了汤圆，我们家这一年都是圆圆满满的。”
奶奶一边盛汤圆，一边念叨着，“花好月圆甜汤圆，疫情过去都平安。”奶奶说得多好啊，
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于新冠疫情突如其来，我们的生活有点苦，待疫情过去，剩下的日子都是
甜甜的，像圆圆的汤圆一样甜。

一碗元宵，盛满一份原汁原味的情感；一碗汤圆，皆是一份良善美好的祝愿。无论元宵还是
汤圆，都寄托着人们对国泰民安、举家团圆的美好期盼。

奇思妙想贺元宵
花灯是元宵节不可或缺的元素，很多地方都有元宵节放花灯的习俗，多种多样的花灯让人目
不暇接。早在寒假时期，学生记者们就利用假期积极准备，不仅制作出创意的花灯，还有精
美的手抄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庆贺着元宵佳节。
砀山县砀城第一小学的同学们绘制了精美的手抄报，每一张小报都体现了大家对元宵节的认
识和理解，元宵节讲究的就是一个“闹”字，庆元宵、闹元宵，让元宵节过得热热闹闹丰富
多彩。
天长市第一小学永福路校区四（4）班的唐煜轩和周煜皓两位同学和班级的小伙伴们一起为
元宵节制作花灯忙得热火朝天，“我们分工明确，有的在搭灯笼架，有的在灯笼上贴剪纸，
还有的在帮忙传递工具，大家一起合作制作出的精美灯笼，一定要拍照留住这美好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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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煜轩说。“不仅如此，在琳琅满目的花灯下，还挂有色彩各异的字谜条，接着迎来最精
彩的时刻——猜字谜游戏。”周煜皓补充道。
在元宵节这一传统佳节里，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同学们体验到了集体活动的快乐，感受到
了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让他们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对
于青少年学子来说，这是一次宝贵的实践经历，是一次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也会让他们今
后更加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热爱国家。

第 2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