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优质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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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
要的朋友。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篇一

七夕作为中国特有的情人节日，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是一
个必过的节日。本次超市七夕活动方案主要大紧贴“七夕”
主题的.大型促销活动，打造一个浓郁的情人节的促销气氛。

由于黄金珠宝是情人节必备的商品，所以商家主力商品是以
黄金珠宝为主。

由于七夕是牛郎和织女一年一次通过鹊桥而相遇的，因此在
超市卖场商设一个鹊桥，主要的门柱用绿色塑料葡萄藤装饰
成葡萄架的效果，营造情人节烂漫的气氛。

(一)钻饰节

1、主题

百年老店，百年好合——20xx钻饰节

[主题释意]本次活动主题拟定为“百年老店;百年好合”，主
打婚庆市场，定位明确，将xx超市黄金珠宝卖场最具竞争力
的牌誉优势凸显出来，以诚信和祝福吸引目标消费者。

2、展式创意

每个珠宝品牌推出几款情人节特别推介款，可以是名贵高价，



也可以是为情人节特别设计的款式，用干花创意搭配进行展
示，外面罩上透明玻璃罩，将经典款从让消费者挑花眼的众
多珠宝款式中凸显出来，在花的配称下形成浪漫唯美的效果，
对消费者形成不可阻挡的的诱惑。且女人多被比喻为花，花
与珠宝的搭配暗喻女人与珠宝的和称关系，独特的展示方式
配合适当的灯光、背景，必将吸引消费者驻足的目光，产生
极佳的促销效果。

(二)活动主题

1、全场主题活动

(1)进店有惊喜

情人节当天光临本店，凭此dm单均可获得玫瑰花一朵，数量
有限，送完为止。

(2)购物送钻石

情人节当天前10名购物者，均可获赠价值888元的钻石戒指一
枚。

(3)拥抱接吻大比拼，测试你的爱有多深

当天现场举办拥抱比赛，十对一组或五对一组，男方抱起女
方，时间最长者获胜。

当天现场举办亲吻比赛，十对一组或五对一组，男方女方接
吻，时间最长者获胜。

2、奖品

下午5点公布单项总决赛、单项按照当日时间的长短、分出冠
军、亚军、季军、奖品是



1、冠军获价值3888元的情侣对戒一对和价值400元的现金抵
扣券一张。

2、季军获价值1888元的女装戒指一枚和价值20xx的现金抵扣
券一张。

3、季军获价值888元爱情大礼包一个和价值20xx的现金抵扣
券一张。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篇二

中秋节快到了，又是个皆大欢喜、合家团圆的好日子。很多
年轻的'小伙子、小姑娘们却感叹现在的中秋节只剩下吃月饼
这一固定习俗了。其实据笔者了解，有着几千多年的中秋节，
还是有诸多传统活动足够让大家过一个有趣、幸福、完满的
中秋节，现在就让笔者为大家普及一下，哪些被我们忽略的
中秋节活动。小伙伴们也可以学以致用!!!

在春秋时代的《礼记》里就有“秋暮夕月”的记载，意思为
拜祭月神。周朝时，每逢中秋夜人们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
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李子、葡萄等祭
品，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月下，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全家
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切的人要
预先算好全家共有多少人，在家的，在外地的，都要算在一
起，不能切多也不能切少，大小要一样。

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的风俗就以十分流行，许多诗人的名篇
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到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每逢这一
日，“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明清宫廷和民
间的拜月赏月活动更具规模，中国各地至今遗存着许多“拜
月坛”、“拜月亭”、“望月楼”等古迹。文人士大夫对赏
月更是情有独钟，他们或登楼揽月或泛舟邀月，饮酒赋诗，
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如杜甫《八月十五夜月》用



象征团圆的十五明月反衬自己飘泊异乡的羁旅愁思;宋代文豪
苏轼，中秋欢饮达旦，大醉而作《水调歌头》，借月之圆缺
喻人之离合。直到今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欣赏皓月当空
的美景仍是中秋佳节必不可少的活动之一。

自古以来，中秋之夜，就有燃灯以助月色的风俗。如今湖广
一带仍有用瓦片叠塔于塔上燃灯的节俗。江南一带则有制灯
船的节俗。到了近代，中秋燃灯之俗更盛。今人周云锦、何
湘妃《闲情试说时节事》一文说：“广东张灯最盛，各家于
节前十几天，就用竹条扎灯笼。做果品、鸟兽、鱼虫形
及‘庆贺中秋’等字样，上糊色纸绘各种颜色。中秋夜灯内
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
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
秋’。富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
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满城灯
火不啻琉璃世界。”由此可观，灯节不一定属于元宵，中秋
燃灯之俗由来已久。

系于竹竿上，高竖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
种形状，挂于家屋高处，俗称‘树中秋’或‘竖中秋’。富
贵之家所悬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
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满城灯火不啻琉
璃世界。”由此可观，灯节不一定属于元宵，中秋燃灯之俗
由来已久。

猜谜

猜谜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智力游戏，起源于中国的易经八卦。
猜谜就是指通过给定的提示性文字或者图像等，按照某种特
定规则， 猜出指定范围内的某事物或者文字等等内容。 猜
谜的形式中以中国灯谜最为常见。每逢春节、元宵、中秋，
中国很多地方都有猜谜的习俗，又以中秋猜谜的方式最为新
奇。



中秋月圆夜在公共场所挂着许多灯笼，人们都聚集在一起，
猜灯笼身上写的谜语，因为灯谜是大多数年轻男女喜爱的活
动，同时在这些活动上也传出爱情佳话，因此中秋猜灯谜也
被衍生了一种男女相恋的形式。

中秋节和元宵节都是农历十五号，恰逢月圆，很多习俗是相
通的。中秋节没有像元宵节那样的大型灯会，玩灯主要只是
在家庭、儿童之间进行的。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载
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
中秋玩花灯，多集中在南方。如佛山秋色会上，就有各种各
式的彩灯：芝麻灯、蛋壳灯、刨花灯、稻草灯、鱼鳞灯、谷
壳灯、瓜籽灯及鸟兽花树灯等。

在广州、香港等地，中秋夜要进行树中秋活动，树亦作竖，
即将灯彩高竖起来之意。小孩子们在家长协助下用竹纸扎成
兔仔灯、杨桃灯或正方形的灯，横挂在短竿中，再竖起于高
杆上，高技起来，彩光闪耀，为中秋再添一景。孩子们多互
相比赛，看谁竖得高，竖得多，灯彩最精巧。另外还有放天
灯的，即孔明灯，用纸扎成大形的灯，灯下燃烛，热气上腾，
使灯飞扬在空中，引人欢笑追逐。另外还有儿童手提的各式
花灯在月下游嬉玩赏。

在广西南宁一带，除了以纸竹扎各式花灯让儿童玩耍外，还
有很朴素的柚子灯、南瓜灯、桔子灯。所谓柚子灯，是将柚
子掏空，刻出简单图案，穿上绳子，内点蜡烛即成，光芒淡
雅。南瓜灯、桔子灯也是将瓤掏去而成。虽然朴素，但制作
简易，很受欢迎，有些孩子还把柚子灯漂入池河水中作游戏。

广西有简单的户秋灯，是以六个竹篾圆圈扎成灯，外糊白纱
纸，内插蜡烛即成。挂于祭月桌旁祭月用，也可给孩子们玩。

烧塔是南方诸如广东、福建、江西等地农村在过中秋节时开
展的一项民俗活动。据传烧塔起源于元朝末年汉族人民反抗
残暴统治者，于中秋起义时举火为号。也有说烧塔之俗，源



自元末刘伯温于月饼里藏字条，约以八月十五举火为号，实
行武装起义，至今民间流传的“三家养一元，一夜杀完全”
的故事，即由此而来。

举火为号传衍至今已成为烧塔民俗，并且多表达中秋节是丰
收的节日，通过烧塔表达收获的喜悦，祝福生活像圣塔火焰
一样红红火火的含义。

农历八月十五早晨，要进行烧塔活动的地方家家户户都会早
早起床杀鸡鸭，买猪肉、牛肉、月饼，做米果。而烧塔活动
需要从下午开始准备，由比较有活动能力的人组织，召集一
些小孩准备材料。先是把几个土砖摆成一个圆形，圆形的大
小则决定着堆塔的高度。两块土砖之间各架上一块红砖，将
塔的基身堆好。随后堆瓦片，直到堆至塔顶。

烧塔时，先要向塔底土砖留下的一个“火门”里面放柴。当
整个塔身被烧得通红，即堆塔的瓦片都被烧得通红透明时，
也被称为“红塔”。不过，要把塔身烧红，一般都要烧到午
夜。烧塔的过程中，火苗时而会蹿过塔顶。而当烧到红塔时，
大家将不再往里添柴，只留一些残余的火苗。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篇三

xx年安徽中澳职业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寻找最美文笔、
找寻最美主播》活动。

聆听心灵之音 寻找心灵美文

本次心理健康协会所举办的活动,目的是为同学们搭建一个交
流与沟通的平台，让同学们能够发现自我自由抒发健康成长
路上的情感，借此书写心灵美文、录制健康音频（作品可为
书写心情感受，感悟生活的心情日志，或励志向上美文，都
需积极向上）。激发同学们写作心灵美文的热情，同时提供
大家一个抒发心灵美文的平台。



：xx年3月26日晚上6点30分

多功能厅

心理健康协会

安徽中澳职业学院学生

书写心灵美文、朗读健康文章

1．召集心理健康协会干事会议。

2．会长撰写活动策划书，并提前上交指导老师及其社联负责
人审核。

3．组织部干事负责活动前策划

4. 宣传部并做好宣传工作。在社联公告栏粘贴活动海报、负
责通知各班级学生。（束彩霞、何君君、谢谦、汪娜娜负责）

5. 从协会干事中推选出主持人（男女各一人、暂定杜腾飞、
谢谦）主持人在活动前写好主持词，交由会长审核后相互练
习。(杜腾飞、谢谦负责)

6. 活动前安排同学提前到场布置会场。

7. 由陈涛范家慧提前购买活动所需要的物品。（陈涛、范家
慧负责）

8. 由会长提前邀请嘉宾社联代表、各协会代表、组织负责人。
（朱芹负责）

9. 学会使用多功能厅的设备使用。（王涵、丁伟宁负责）

10. 外联部、宣传部提前进班宣传统计参赛者信息。参赛选



手提交作品。

11. 外联部干事（刘上恺、范佳慧负责）通知参赛者于比赛
前一天中午在1103抽签并收取参赛作品。（建议根据抽签结
果分组5-10人一组，根据选手人数酌情考虑）（朱芹、孙佳
佳、程汉卿负责）

12. 提前检查比赛前现场。（吴楠旭、胡怡负责）

（一)人员入场:

1．到场的嘉宾、会员、干事统一在门口签到。

2．签到工作，方便签公益时间（陈涛、范家慧负责）

(二）比赛流程

1．主持人宣布交流会开始，并介绍到场嘉宾。

2. 主持人介绍本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做比赛前陈述（比赛
规则等）。

3．比赛正式开始：参赛选手逐一现场演绎。（记者团及其协
会干事进行活动中拍照）

4. 嘉宾点评（每组点评一次）。同时，计分人员计分统分。
（安排好专门人员，计分规则事先要说明）（计分员束彩霞、
汪娜娜负责）

5. 主持人宣读比赛分数。（根据抽签结果：每组比赛结束由
主持人播上一组选手分数）

6．会长作活动总结发言（同时计分组成员计算最后一组选手
分数） 。



7．宣读比赛结果。全体人员上台拍照留念。

（三）结束整理会场

1．整理好多功能厅卫生，恢复设备原貌（孔璟、丁伟宁、刘
上恺负责）

2．会长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布置。

特别奖 1个 一等奖 2个 二等奖 3个 三等奖5个

1． 每位参赛者朗读时间在5分钟内。(五位结束后由各位来
宾进行简要点评）

2. 所有参赛作品文档材料须要求提前1天（截止时间 3月25
日）交到评委会，不能按时交的视为放弃比赛资格。参赛作
品要求能反映大学生成长体验、心得感悟，内容健康，积极
向上。

如有音频（背景音乐或ppt），需要一并提交。

3．参赛者需带四名观众（可在班级选取并提前一天将观众姓
名专业连同自己信息交给心协负责人，签公益时间）。

1．提前准备场地（活动过后将物品归还于原来的位置）

2．部门干事要在活动开始之前30分钟提前到场

3．如遇到麦克风和桌椅有问题，及时联系外联部处理。

4．若果现场气氛沉闷，需要主持人临急应变，以抽查的形式
引导学生回答问题。

5．如遇到突发停电，可推迟座谈会时间，时间具体另行通知。



6．现场主持人两名，后备主持两名(男女各一名)。

6、如遇现场秩序混乱，可以多叫几名干事维持现场秩序。
（陈盈、查叶兵、笪开心、朱燕燕负责）

xx年心理健康协会《寻找最美文笔、找寻最美主播》活动

经费预算表

活动名称

经费预算

预算物品

备注

寻找最美文笔、找寻最美主播

总计：200

海报、横幅、便利贴：50

办公用品、奖品、证书：150

海报、横幅、便利贴

办公用品、

奖品、证书

心理健康协会

xx年3月17日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篇四

20××年元旦将要来临，值全市义务教育学校教学管理一体
化现场会和市语言文字规范化学校验收之际，为丰富我校的
校园文化，展现师生的才艺风采，增加节日气氛，经研究决
定，学校将举行“比比谁的手儿巧”——庆元旦师生手工制
作大赛。具体事宜以下：

1、手工制作（布贴画、贝壳画、十字绣、毛线编织、塑料珠
串编、草编废旧物品再利用小制作、各种小饰物、小玩件等
手工制作）

2、科技小制作。

1、所有参展作品内容积极，健康向上，有一定的思想性、创
意性。

2、每位教师最少上交1件作品（多者不限，更加欢迎），每
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件，报班级评选，每班选送优秀作品到学
校参评。

3、作品需自己亲身或参与制作。教师的作品可以是之前的优
秀作品，也能够是现在的创作，光彩鲜明，大气、高雅、富
于情趣、质量上乘更佳。学生参赛作品可以自己创作，也可
在家长的指导下完成，亦可和家长共同完成。

4、各班应积极发动，做好宣传，鼓励家长的参与，学生、教
师必须人人参与。

5、师生初选作品一概自己制作标签贴在作品适当位置，班级
推选出参评的作品学校同一制作标签展览。所有作品一概于
下周一上交。

6、学校将组成评委组，对上交的作品进行评比并予以表彰嘉



奖，并根据班级组织情况及作品质量评出优越班级。

1、征集时间：即日起——12月15日。

2、展出时间：12月16日——20××年元旦

名著阅读活动标语篇五

为了丰富教职工的文化生活，增进教职工的'身心健康，营造
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学校工会拟利用下午课后时
间，组织开展教职工篮球比赛活动。特制定活动实施方案如
下：

1、增强教职工的健身意识，带头参加体育活动。

2、缓解工作压力，愉悦身心，增强体质。

强身健体营造温馨团队心手相牵构建和谐校园

活力青春，运动无极限

行政、工会委员

总裁判：蒋楠

裁判：施刚、白福

活动地点：学校运动场

全校教职员工

初一组：

初二组：



初三组：

女教师分组情况：

文科组：

理科组：

未尽事宜待以后补充，解释权归学校工会。


