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中秋节班会会议记录(优质7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中秋节班会会议记录篇一

早上好!

中秋节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内涵已发展成表
达美满、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团结、团圆、
庆丰收的象征，但团圆是中秋节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中秋节
强调的是团圆，他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对构建和谐社会
是很有意义一个节日。如果把它的文化内涵发掘出来，我们
会发现，原来传统中秋节是这么有意思。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根据史籍记载，
"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周代已有"中秋夜迎
寒"、"秋分夕月(拜月)"等活动。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
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
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
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
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
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
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

"八月十五月儿明啊，爷爷为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甜又香啊，
一片月饼一片情啊……"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儿童电影
《啊!摇篮》中小朋友们一起唱的歌谣，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
令人心潮澎湃，为了那与圆月相映生辉的片片月饼，更为了
我们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浓浓亲情。晴朗的夜空中，一轮圆



月如金轮玉盘，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甜丝丝的月饼，吃茶、
饮酒，倾诉着团圆的喜悦，遥祝着远方的亲人。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传统节日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盛典，是民
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是来自历史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
传统文化在节日的承载下薪火流传，生生不息。传统节日不
仅仅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载体。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也才能回
答"我们朝哪里去"。应该说，中秋节在几个传统节日中，颇
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中秋节源初是古代劳动人民感谢大自然赐予的节日，其时既
是赏月的最佳季节，也是庆祝丰收的时节，其蕴含的文化意
义是人们对团圆、和谐的情感诉求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这种情怀是跨越国界的，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认同，所
以它既是沟通心灵的纽带，又是文化的桥梁，正所谓“海上
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寄托了中国人多重的情感和审美情趣。”人大校长
纪宝成说：“花好月圆是中国人一种非常美好的愿望，中秋
明月被赋予很深的文化内涵，既象征着团圆合满，也给人一
种恬静、温和、安定的美感”。几千年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
想通过中秋佳节的形式得以大众化地传承下来，在当今时代
有助于倡导重视家庭、尊重自然、崇尚和合的意识，这对于
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传统节日，我们可以保持民族特色，在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百年来发挥了传
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传统节日对于华人而言，除
了传承文化，还起到了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这种凝
聚力、向心力是其他任何载体所难以实现的。



到了中秋，月上中天时，最难忘怀的还是那几句诗："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结，中秋时，每当看到一轮圆月挂上了天空，不由的
就会想到远方的亲人，不由得想到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而
变得感伤。此时家乡亲友的问候最是暖人心怀，遥在他乡的
你也该连线父母，道声平安，一诉乡思。

当然中秋节也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
响，中秋节也是日本、韩国等国的传统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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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让学生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以及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民间传说。

2、让学生知道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庆贺丰收和团圆的节日。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使学生懂得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1、跟据一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
深。主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
通过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
来激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2、建议让学生可以回家做适当的准备,通过询问父母等查询
方式，了解中秋节的来历和风俗。

3、在课后拓展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将自己对中秋节感兴
趣的内容和习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
画心中的饿中秋节，教师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



展示板进行展示。

活动过程：

（一）、谈话引入，交流中秋节的习俗

1、师生谈话引入八月十五中秋节。

2、学生交流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安排。

3、大家一起分享有关中秋节的资料。（吃月饼、赏月、观潮、
燃灯、玩兔灯、祈福等）

（二）、听故事，说心愿

1、教师讲嫦娥奔月的故事。（配乐）

2、学生打电话与嫦娥姐姐说说心里话。

（1）、出示听话说话要求：仔细听，牢牢记，说清楚、说完
整。（让学生充分拓展思维、开拓思路）

（2）、说话时注意讲电话的礼仪。

（3）、教师及时辅导点评，注意句子的完整性、优美性。

（4）、学生小组讨论交流。

（三）、了解有关月亮的知识

1、教师介绍宋朝著名的诗人苏轼写的优美诗篇《水调歌头》。
（学生齐诵）

2、“月亮博士” 给同学讲一讲月亮的奥秘。



（1）、“月亮博士”请同学们把自己见到过的月亮的形状画
下来，并把它剪下来。

（2）、把同学的作品按月亮的形状归类，展示在黑板上。

（3）、同学交流从地球上会看到这些不同形状的月亮的原因，
“月亮博士”归纳。

（4）、同学交流月亮的名称，“月亮博士”边归纳边板书。

（四）、教师小结，师生一起品尝自己购买的中秋食品，共
同欢度中秋。这节课同学们表现得都特别好，说出了自己的
想法与愿望。是啊！中秋节既是一个丰收的节日，又是一个
团圆的节日。老师希望你们好好学习，长大实现自己的愿望。

（1）、过中秋节那天，向家里人讲讲自己知道的故事和知识。

（2）、观察月亮的形状变化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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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民族的风俗，传承民族的文化，弘扬民族的精神。

二、活动目标：

1、让学生了解中秋节，知道它的传说、习俗。

2、通过中秋这个传统节日，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来弘扬民
族精神。

3、让学生懂得亲情的可贵，能融入集体中，促进学生之间的
友情。

三、活动准备：



1、歌曲：《但愿人长久》。

2、学生事先收集有关中秋节的资料。

3、学生进行才艺准备。

4、学生带好月饼。

四、活动过程：

1、中秋习俗交流。

2、故事交流：《嫦娥奔月》《吴刚伐桂》《月中玉兔》。

3、表演节目

4、朗诵诗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5、同学分享自己带来的月饼。

五、活动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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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妍丽的鲜花祝你节日愉快;闪动的烛光祝你平安如意

甲：愿你以微笑迎接青春的岁月和火一般的年华

乙：愿人世间梦幻般的鲜花与绿叶永远陪伴你温馨的回忆

甲：愿我的祝福如朵朵小花开放在温馨的季节里为你点缀欢
乐四溢的佳节

乙：今天的联欢会更加体现出我们是一个充满活力，面向未
来的集体



甲：在这里，有默默奉献的白衣天使，有孜孜以求学子们的
教师

乙：在这里，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跳动着青春的脉搏

甲：在这里，有我们对生活的激情，更有我们对未来的渴望

合：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明天会更好

合：新年联欢会到此结束，祝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再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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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年轮碾过一道深深的痕迹，我们迎来了金秋的收获。
中秋节到了，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有关中秋节主题班会的
主持词3篇，欢迎大家阅读。

甲：敬爱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活动的主题是《迎国庆贺中秋》。
甲：在九月的晨曦中悄然苏醒，秋意已经布满了床边。凉爽
的秋风、金黄的落叶，我们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乙：农历八月十五，是我国传统的中秋节，也是我国仅次于
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八月十五恰在秋季的中间，故谓之
中秋节。

甲：下面请欣赏朗诵《水调歌头·中秋》

乙：很好，同学们，我们谈中秋到现在，那有谁知道“中
秋”的由来啊?请大家认真聆听这一传统节日的由来。

甲：关于中秋节还有好多故事，下面请大家分享一段故事。
乙：中秋之夜，月色皎洁，古人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因



此，又称八月十五为“团圆节”。

甲：古往今来，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来形容悲欢离合，客居他
乡的游子，更是以月来寄托深情。唐代诗人李白的“举头望
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宋代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
句，都是千古绝唱。中秋节是个古老的节日，下面请一位同
学介绍古人过中秋节的传统。

乙：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个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请一位
同学说说月饼这一美食的故事。

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学们，勿忘传统
佳节，让我们分享共同的喜悦和欢乐!

乙：下面我们进入游戏环节。

甲：作为当代学生，我们不仅要了解传统节日的形式，更重
要的是挖掘和探究传统节日背后所蕴藏的价值。“时尚的东
西是眩目的，但民族的东西才能长久。

乙：下面我们一起欣赏《十五夜望月》 (唐)王建

甲：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我们也更加期盼
祖国统一，民族昌盛，国泰民安。

乙：最后，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学习进步!今天的班会到此结
束。谢谢大家!

班长：金秋时光佳节多，同学们，我们刚庆祝好教师节又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今天，我们欢聚一堂，举行“月到
中秋分外明”的主题班会，喜庆中秋佳节。我们欢迎三年级
的嘉宾与我们一起欢度这美好的时光。下面，我们欢迎两位
主持人上台，掌声有请。



主持人(刘)：革命先烈们的艰苦奋斗，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
活。缅怀革命先烈，我们要珍惜今天天的“桂花香飘”。请
欣赏舞蹈《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沈晓娟等十位同学表演。

主持人(徐)：革命先辈创业是多么艰苦啊!我们是革命的接班
人。我们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下面请欣赏刘竹萍等
同学演唱的革命歌曲《红星歌》。

主持人(徐)：中秋的月亮更加圆。自古到今，人们举杯望月，
吟诗作画，尽情地赞美地球的朋友——月亮。人们多么想到
月亮上去看一看啊!《嫦蛾奔月》这个民间故事就反映了古代
劳动人民的愿望。请听刘雨薇同学讲民间故事——《嫦娥奔
月》。

主持人(刘)：古代人的梦想，我们现代人终于实现了。1969
年7月20日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号”登上了月球。人类终于
跨出了一大步。请听柴秋东同学介绍人类登月。

主持人(徐)：是啊!人类在不断地探索宇宙的秘密，我们中国
也不例外。去年，我国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神州5号”飞
上了太空。我们中国实现“嫦娥奔月”的梦想为期不远了。

主持人(刘)哎呀!伊莲，说也说了，唱也唱了，我的肚子可有
点饿了。咱可不能唱空城计。我看这样，咱们边吃月饼边活
动。

主持人(刘)：好(分发月饼) 主持人(徐)：伊莲，你想知道什
么时候吃月饼吗?请看小品《什么时候吃月饼》由柴伊蕾等人
表演。

主持人(刘)：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还有一个传说。说的
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章，下面请柴伊蕾说说这个民间
故事。



主持人(徐)：我说叶婷啊，中秋的月饼可多啦，有豆沙月饼、
火腿月饼、鲜肉月饼等等。可有的不法奸商为了赚钱，竟然
制假，坑害顾客，真是缺德。请看刘玲丽等同学表演的小品
《冒牌月饼》。 主持人(刘)：看来，买月饼要多长几个心眼
儿，要看清楚生产日期、生产厂家、保质期等。只要我们平
时多看、多想、多问，不但不会上当受骗，还会使我们聪明
起来。主持人(徐)那下面我们来一个猜谜语比赛看谁最聪明。
(猜谜语比赛)

主持人(刘)：下面请冯老师为我们表演魔术——牌技。冯老
师的魔术真精彩，请他把魔术的秘密告诉大家好吗?大家掌声
欢迎。

主持人(徐)：说到中秋，人们总要“举头望明月”，因为中
秋的月亮在一年中是最大最美的。叶婷，看月亮到哪儿最好?
主持人(刘)：要说看月亮到我外婆家最好，她家就在大海边。

主持人(徐)：你外婆家在哪里?主持人(刘)：在澎湖湾。主持人
(徐)：那我们就到澎湖湾看月亮吧，下面请看舞蹈《外婆的
澎湖湾》由刘雨薇等6 位同学表演。

主持人(刘、徐)在音乐声中宣布：老师们、同学们，刘庄小
学五中队《月到中秋分外明》主题班会到此结束，祝大家中
秋快乐，万事如意!

谢：明月当空洒银玉，中秋正至喜悦人。

尹：月是中秋分外明,且把问候遥窗寄;

谢：尊敬的老师，

尹：亲爱的同学们，

合：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活动的主题是。



尹：在这美妙的中秋佳节，同学们知道有哪些关于中秋节的
诗歌吗?(举手发言)

谢：同学们说得都很好，下面请欣赏朗诵《水调歌头》

尹：很好，同学们，我们谈中秋到现在，那有谁知道“中
秋”的由来啊?请大家认真聆听这一传统节日的由来。

尹：一说它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
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明早在
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
人学士也相继仿效，逐步传到民间。

谢：二是中秋节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
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
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
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十五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
一天，所以中秋节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

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等诗句，都是千古绝唱。中秋节是
个古老的节日，下面请一位同学介绍古人过中秋节的习俗。

谢：中秋祭月在我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习俗。据史书记载，
早在周朝，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
冬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坛、月坛、天
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
月的地方。

尹：《礼记》记载：“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
月之夕。”这里的夕月之夕，指的正是夜晚祭祀月亮。这种
风俗不仅为宫廷及上层贵族所奉行，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
渐影响到民间。 谢：而文人赏月的风俗来源于祭月，严肃的
祭祀变成了轻松的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



但未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许多诗人
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
中心的中秋民俗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

每年农历八月十四晚起，铜锣湾大坑地区就一连三晚举行盛
大的舞火龙活动。这火龙长达70多米，用珍珠草扎成32节的
龙身，插满了长寿香。盛会之夜，这个区的大街小巷，一条
条蜿蜒起伏的火龙在灯光与龙鼓音乐下欢腾起舞，很是热闹。

谢：中秋佳节 你知道有哪些有名的歌曲吗?

尹：下面有请张耀方和朱若男来为我们演唱歌曲吧!

合：爸爸 妈妈祝你们中秋节快乐!(进入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
环节) 尹:下面请同学们对着明月说出你们的祝福语(举手发
言) 谢：下面让我们齐唱相亲相爱一家人。

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同学们，勿忘传统
佳节，让

我们分享共同的喜悦和欢乐!

谢：作为当代学生，我们不仅要了解传统节日的形式，更重
要的是挖掘和探究传统节日背后所蕴藏的价值。“时尚的东
西是眩目的，但民族的东西才能长久。

尹：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此刻，我们也更加期盼
祖国统一，民族昌盛，国泰民安。

谢：吃月饼是节日的另一个习俗，月饼象征着团圆。请一位
同学说说月饼这一美食的故事。

合：最后，预祝大家中秋快乐，学习进步!今天的班会到此结
束。谢谢大家!



中秋节班会会议记录篇六

“我们的节日——中秋”经典诵读活动。

1、通过学生的自主活动让学生了解农历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以及中秋节的由来，中秋节的民间传说。

2、让学生知道中秋节是我国民间庆贺丰收和团圆的节日。

3、激发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4、使学生懂得各种形状的月亮的名称。培养学生团结合作，
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1、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本课在内容的设置上由浅入深。主
要从中秋节的风俗习惯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中秋节，通过
尝一尝月饼，画一画学生心中的中秋节等动手操作活动，来
激发学生对民俗节庆课的兴趣。

3、在课后拓展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将自己对中秋节感兴
趣的内容和习俗的了解用图画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学生画一
画心中的中秋节，教师把学生的作品挑选后布置在教室的展
示板进行展示。

第一阶段：活动准备

1、歌曲：《但愿人长久》。

2、学生事先收集有关中秋节的信息。

3、学生进行才艺准备。

4、学生带好月饼。



第二阶段：以班会形式进入活动

主持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班会现在开始。

1、首先以歌曲《爷爷为我打月亮》引出班会主题；

2、师生谈话引入八月十五中秋节；

3、学生交流今年中秋节的活动安排。

第一主题：话说中秋

（一）听故事《中秋节的来历》甲：你知道“中秋节”是怎
么来的吗？请听故事《中秋节的来历》（同学说中秋节的来
历）

乙：噢，原来中秋节是这样来的，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二）听故事《嫦娥奔月》

甲：中秋之所以成为佳节，也和“嫦娥奔月”这个美丽的神
话有关。乙：中秋节最有名的传说故事就是嫦娥奔月了，现
在就让同学来介绍一下，请听故事《嫦娥奔月》（同学说嫦
娥奔月的故事）甲：嫦娥真是个善良的仙女，为了百姓，情
愿自己受难。

乙：中秋吃月饼也是为了纪念朱元璋月饼起义，希望嫦娥一
家团圆的民间传说。

（三）竞猜中秋灯谜

中秋菊盛开（打一成语）

举杯邀明月（打一礼貌用语）



十五的月亮（猜成语）

月亮里的桂树（打一成语）

（四）品诵中秋诗文

主持人1：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在中秋之夜，借月抒怀，
留下许多不朽的诗句！

（生诵诗歌）

全班：古诗吟唱：水调歌头（歌曲：但愿人长久）

甲：古往今来，人们把月饼当作吉祥、团圆的象征。

乙：每逢中秋，皓月当空，合家团聚，品饼赏月，尽享天伦
之乐。

甲乙：《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班会到此结束。

中秋实践活动

1、设计别致精美的月饼图案

2、画出自己见过的月亮形状

中秋节班会会议记录篇七

中秋节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中，文化内涵已发展成表
达美满、和谐、富饶和安康的美好愿望，也成为团结、团圆、
庆丰收的象征，但团圆是中秋节最重要的思想内涵。中秋节
强调的是团圆，他符合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对构建和谐社会
是很有意义一个节日。如果把它的文化内涵发掘出来，我们
会发现，原来传统中秋节是这么有意思。



中秋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根据史籍记载，
"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中。周代已有"中秋夜迎
寒"、"秋分夕月(拜月)"等活动。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
为固定的节日。中秋节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时，已与元旦
齐名，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中秋节有许多别称：因节
期在八月十五，所以称"八月节"、"八月半";因中秋节的主要
活动都是围绕"月"进行的，所以又俗称"月节"、"月夕";中秋
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叫"团圆节"。在唐朝，中秋
节还被称为"端正月"。关于"团圆节"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

"八月十五月儿明啊，爷爷为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甜又香啊，
一片月饼一片情啊……"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儿童电影
《啊!摇篮》中小朋友们一起唱的歌谣，每当听到这首歌都会
令人心潮澎湃，为了那与圆月相映生辉的片片月饼，更为了
我们心中那份挥之不去的浓浓亲情。晴朗的夜空中，一轮圆
月如金轮玉盘，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甜丝丝的月饼，吃茶、
饮酒，倾诉着团圆的喜悦，遥祝着远方的亲人。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传统节日应该是民族文化的盛典，是民
族身份认同的重要符号，是来自历史深处不可磨灭的记忆。
传统文化在节日的承载下薪火流传，生生不息。传统节日不
仅仅是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载体，更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和
向心力的载体。只有当我们明白"我们从哪里来"，也才能回
答"我们朝哪里去"。应该说，中秋节在几个传统节日中，颇
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

中秋节源初是古代劳动人民感谢大自然赐予的节日，其时既
是赏月的最佳季节，也是庆祝丰收的时节，其蕴含的文化意
义是人们对团圆、和谐的情感诉求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这种情怀是跨越国界的，身处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认同，所
以它既是沟通心灵的纽带，又是文化的桥梁，正所谓“海上
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寄托了中国人多重的情感
和审美情趣。”人大校长纪宝成说：“花好月圆是中国人一
种非常美好的愿望，中秋明月被赋予很深的文化内涵，既象



征着团圆合满，也给人一种恬静、温和、安定的美感”。几
千年来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中秋佳节的形式得以大众化
地传承下来，在当今时代有助于倡导重视家庭、尊重自然、
崇尚和合的意识，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传统节日，我们可以保持民族特色，在弘扬民族精神、
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可以说，中国的传统节日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凝聚着中
华民族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点，千百年来发挥了传
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传统节日对于华人而言，除
了传承文化，还起到了文化纽带和精神桥梁的作用，这种凝
聚力、向心力是其他任何载体所难以实现的。

到了中秋，月上中天时，最难忘怀的还是那几句诗："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结，中秋时，每当看到一轮圆月挂上了天空，不由的
就会想到远方的亲人，不由得想到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而
变得感伤。此时家乡亲友的问候最是暖人心怀，遥在他乡的
你也该连线父母，道声平安，一诉乡思。

当然中秋节也是东亚民间的一个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
响，中秋节也是日本、韩国等国的传统节日。

春华秋实：春因繁花而美丽，秋因收获而充实，花好月圆：
则映射出人们对人和事吉祥的美好祈盼。

老师们、同学们：在金风送爽、丹桂飘香之际，让我们为创
建和谐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一起努力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